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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背景 

 根據農委會統計，我國主要雜糧進口數量約 800 萬公噸，而國內

休耕面積曾超過 20 萬公頃，部分為周年休耕。國際人口成長與糧食

需求增加，同時國際糧食生產動能降低，稻米、小麥、黃豆、玉米等

主要糧食作物提供維生營養，近年來發生產銷失衡時，價格暴漲影響

各國政治與民生安定。對於農地利用與糧食安全問題，引起各界重視，

如何提高糧食自給率，成為當前台灣農業非常重要的話題。政府已積

極推動休耕田活化，推動增產進口代替雜糧，然而，在發展台灣雜糧

產業的同時，仍面臨到農業人口高齡化、人才供需不平衡等問題，導

致部分農家不願意轉作增產雜糧或擴充雜糧種植面積。另一方面，台

灣雜糧產業的栽培技術範圍廣泛，針對不同品項之雜糧作物，所需的

栽種條件不同，農機具的使用也不如稻米普及和單一，雖然少部分青

農已可自行從整地、播種、中耕、收割、乾燥等皆一手包辦，但由於

台灣土地面積小且各家農地分散，無法逐一推行，故以契作主體方式

運行，但各層面人力有不濟之虞。 

 依據農委會 106 年 2 月 15 日我國雜糧產業政策與未來發展報告

中，國內雜糧產業面臨問題：雜糧產業科技研發與人才培育，雜糧產

業研發經費遭到緊縮，研發人才與人力待補強。建議提高雜糧農收益，

吸引年輕農民從農；整合雜糧科技研發與加強人才培育。 

 

第二節 計畫調查目的 

 為提升雜糧栽培產業人才素質提升，並吸引青年投入農業，本計

畫擬經由蒐集現有台灣地區「雜糧栽培產業」及「人才需求」等文獻

及相關研究資料後，進行人才需求調查與分析，並辦理產業相關研討

會以作為推估未來雜糧栽培產業人才需求，並提供產業輔導單位作為

雜糧產業人才培育與人力規劃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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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調查方法 

第一節 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一、 資料蒐集與文獻研讀、探討：蒐集現有台灣地區「雜糧栽培

產業」及「人才需求」等文獻及相關研究資料，並加以整理與歸

類。 

二、 探索台灣雜糧栽培產業的人才需求： 

(1) 問卷調查分析：擬針對台灣各地雜糧栽培業者進行人才需求調

查；並運用統計工具進行資料分析。 

(2) 人才需求調查分析內容主要針對:禾穀類(小麥、大麥、燕麥、

玉米、高粱、小米、薏苡等)、油料類及豆類（胡麻、大豆、

落花生、紅豆、綠豆等）、根類（甘藷等）、仿榖類（台灣藜、

藜麥及蕎麥等）等產業面，依所需人力來源、性質、專長等進

行調查分析。 

三、 舉辦雜糧產業發展研討會：針對國內雜糧產業發展所需，擬

召開 1 場次「雜糧產業發展研討會」，邀請產、官、學、研代表，

針對雜糧發展及人才需求等議題及意見，匯集共識以作為政策釐

定參考依據。 

四、 分析台灣雜糧栽培產業人才需求：經由雜糧產業調查範疇及

趨勢探討，併入產業發展研討會相關意見以瞭解產業發展趨勢，

進行專業人才供需量化與性質需求分析，藉以提出雜糧人才問題

及因應對策，完成相關資料製作成果報告及報表。 

 

第二節 問卷設計 

一、 雜糧栽培產業人才供需與推估調查 

為瞭解雜糧栽培產業人才供需與推估，本計畫以問卷為主要研究

工具，經文獻探討與整理後，設計本計畫之問卷，其內容共分為雜糧

栽培業者基本資料、雜糧栽培現況、人力結構現況及人力需求影響因

素等，茲說明如下所述: 

 

1. 雜糧栽培業者基本資料 

如表 3-1 所示。為雜糧栽培業者基本資料之問項，包含業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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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教育程度、務農年資、農地所在區域、經營型態、是否有

加入產銷班或合作社及銷售方式，等 1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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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雜糧栽培業者基本資料 

題

號 
項目 衡量問項 

1. 姓名:  

2. 性別: □男 □女 

3. 年齡: ____歲 

4. 
(1)連絡電話: 

(2)行動電話: 

 

5. 電子郵件信箱:  

6. 聯絡地址:  

7. 教育程度: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研究所 □其他________(請說明) 

8. 務農年資: _____年 

9. 農地所在區域: 

□北部區域_____(縣市) _____(鄉

鎮) 

□中部區域_____(縣市) _____(鄉

鎮) 

□南部區域_____(縣市) _____(鄉

鎮) 

□東部區域_____(縣市) _____(鄉

鎮) 

10. 經營型態: 

□(1)栽培 □(2)加工 □(3)運銷 

□(4)分裝 □(5)流通 □(6)綜合 

□(7)其他________(可複選) 

11. 
是否有加入產銷班或合

作社: 

□ 是  □ 否 ， 單 位 名

稱:______________ 

12. 銷售方式: (可複選) □自產自銷 □契約合作 □非契作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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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雜糧栽培現況 

如表 3-2 所示。為雜糧栽培現況之問項，包含農地來源、農地面積、

種植雜糧種類、作物別(包含品種名稱、種植時間、種植面積、每公

頃產量、每公頃產量收入等)，等 4 題。 

表 3- 2、雜糧栽培現況 

題

號 
項目 衡量問項 

13.  

農地來源: □繼承 □自購 □ 自行承租 □農地銀行

承租 □家人或親友免費提供  

□其他______________ 

14.  農地面積: ______甲______分或______公頃 

15.  
種植雜糧種類: □小麥 □燕麥 □玉米 □蜀黍(高粱) □小

米 □薏苡 □胡麻 

16. 

作物別:  

A.品種名稱:  

B.種植時間: □春作 □夏作 □裡作 

C.種植面積: 公頃 

D.每公頃產量: 公斤 

E.每公頃產量收入: 元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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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力結構現況 

如表 3-3 所示。為瞭解雜糧栽培過程人力結構現況之問項，包含作

物名稱、栽培過程工作類別、參與工作人員數、全職及兼職、年資、

國籍、年齡、學歷、農業科系畢業人數、缺工人數、缺工特性、是否

需要技術純熟之人力、此工作項目是否機械化、是否需要協助栽培之

機械設備。 

表 3- 3、人力結構現況 

題

號 
項目 衡量問項 

17. 
雜糧栽培過程人力

結構現況 

作物名稱、栽培過程工作類別、參與工

作人員數、全職及兼職、年資、國籍、

年齡、學歷、農業科系畢業人數、缺工

人數、缺工特性、是否需要技術純熟之

人力、此工作項目是否機械化、是否需

要協助栽培之機械設備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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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力需求影響因素 

如表3-4所示。人力需求影響因素主要分為總體環境、產業環境等，

並針對各環境進一步了解影響因素。 

表 3- 4、人力需求影響因素 

題

號 
項目 衡量問項 

18. 

「總體環境」 

(A)自然環境(如：水資源、原物料與能源供應、

環境污染、氣候變遷) 

(B)人口環境(如：出生率、年齡結構、教育程

度、人口遷移) 

(C)經濟環境(如：國民所得、景氣、物價、貿

易) 

(D)社會環境(如：生活習慣、價值觀、消費文

化、宗教信仰、治安) 

(E)政治環境(如：國內外政局、政策、法令) 

(F)科技環境(如：科學技術水平、電子數位化、

行動裝置) 

19. 

「產業環境」 

(A)中間商(如：批發商、大中盤商) 

(B)利害關係人(如：合夥人、契作廠商) 

(C)競爭者(如：同業競爭者、異業競爭者、潛

在競爭者、替代品威脅) 

(D)顧客(如：消費者) 

(E)政府機構(如：主管機關、地方政府、基層

輔導單位) 

(F)金融機構(如：銀行、農會信用部、信貸公

司、保險公司) 

(G)社群團體(如：消費者權益保護團體、環境

保護團體、主婦聯盟) 

(H)社區(如：附近居民、在地組織) 

20.  其他針對雜 請自行詳述。 



8 
 

糧栽培產業

人才之需求

建議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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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調查範圍與抽樣方法 

 

一、 調查時間 

透過電訪至全國各鄉鎮農會，取得雜糧產銷班班員之聯繫管道，

以及網路搜尋獲得相關種植雜糧農場之聯絡方式，懇請協助填寫本計

畫之問卷。調查問卷於 106 年 8 月 30 日以郵寄方式進行，預計發放

367 份問卷，於 9 月 20 日回收問卷。 

 

二、 研究對象 

依據本計畫之目的，為栽種雜糧產業人才需求部分以為雜糧產業

農民為本研究之母體，包含生產中之過程以及銷售方式等。 

 

三、 資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資料包括初級資料及次級資料兩部分，其收集之料方式分

別說明如下： 

 

(一) 次級資料 

 次級資料的收集為文獻探討，包括產業發展趨勢、影響雜糧產業

人才需求因素及國內人力需求預測等相關文獻。 

(二) 初級資料 

本研究利用卷調查方式取得資料，並以此資料探討栽種者人口背

景特徵、現有人才分布狀況、未來人才需求及未來人才供給等。 

 

四、 抽樣 

本研究將母體區依據行政院農委會農業產銷班組織體系資料服

務系統中，查詢 106 年 8 月全國雜糧產銷班班員數統計表，可得

總人數為 4454 人，並依照人數比例抽樣，信心水準 95%，發放

367 份問卷，信賴區間可得 4.54，其中屏東 16 份、高雄 11 份、

台南 52 份、嘉義 58 份、台東 19 份、花蓮 7 份、雲林 119 份、

南投 5 份、彰化 26 份、台中 19 份、苗栗 24 份、新竹 1 份、桃

園 1 份及新北 4 份，雜糧產業散布全台灣各地，較為廣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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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雜糧產銷班為主要挑選目標。透過農會機構發放，並回收 100

份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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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 22.0 版作為統計軟體，並根據本研究之目的，

採用敘述性統計、交叉分析，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敘述性統計 

敘述性統計描述收集之資料，可初步了解受訪者之樣本結構

與特性，將資料經由分析、描述等方式以求得個變相的平均

值與標準差，了解受訪者對各問項之狀況。因此，本研究針

對雜糧產業人才需求面及供給面現況、雜糧產業需求影響因

素及未來雜糧產業需求等，顯示其次數分配與比例分布狀況，

以進一步之分析基礎。 

 

二、 交叉分析 

利用較差比對、可探討兩個變數之間的關聯性，本研究針對

雜糧產業供給面相關性質，對於農地面積及參與工作人員數，

探討其中使否有顯著差異，配合回歸分析結果討論其顯著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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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證實結果 

雜糧產業人才需求現況 

    此部分以產銷班農民問卷調查方法，在雇主問卷調查法擬以敘述

性統計分析回收之問卷，以瞭解雜糧栽培產業現有人力需求現況、未

來人數需求情形、影響未來人力需求之因素及雜糧栽培產業未來人力

供給情形。 

一、雜糧栽培業者特性分析 

根據敘述性統計可知，受訪者之男女比例為 43:7；平均年齡為 51

歲，最小與最大年齡分別為 24 歲與 80 歲，；農民務農年資平均為

18 年，最短與最長務農年資分別為 2 年與 65 年。 

圖 4- 1、受訪雜糧栽培業者教育程度 

根據敘述性統計得知，圖 4-1 受訪雜糧栽培業者教育程度，教育

程度以高中佔 44.8%為最高，其次為大學佔 24%、國小佔 13.5%、國

中佔 12.5%、研究所佔 3.1%、五專佔 1%和其他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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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北部受訪雜糧栽培業者教育程度 

 根據敘述性統計得知，圖 4-2 北部受訪雜糧栽培業者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以大學和國中各佔 40%為最高，其次為高中佔 20%，而國

小、研究所及其他各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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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中部受訪雜糧栽培業者教育程度 

 根據敘述性統計得知，圖 4-3 中部受訪雜糧栽培業者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以高中佔47%為最高，其次依序為大學佔19%、國中佔15%、

國小佔 14%、研究所佔 3%及其他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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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南部受訪雜糧栽培業者教育程度 

 根據敘述性統計得知，圖 4-4 南部受訪雜糧栽培業者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以高中為最高佔 40%，其次大學佔 32%、國小佔 18%、研

究所與國小各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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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東部受訪雜糧栽培業者教育程度 

根據敘述性統計得知，圖 4-5 南部受訪雜糧栽培業者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以高中為最高佔 67%，其次大學佔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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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雜糧栽培農地分析 

 

圖 4- 6、受訪者之農地所在區域 

根據敘述性統計可知，圖 4-6 受訪者之農地所在區域，以中部區

域為最多佔 62%，其次為南部區域佔 30%、北部區域佔 5%、東部佔

區域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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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7、經營型態 

根據敘述性統計得知，圖 4-7 經營型態，以栽培此項目為最高佔

90.7%，其次依序分別為運銷佔 14.4%、綜合佔 10.3%、分裝佔 9.3%、

加工佔 7.2%、流通佔 6.2%及其他佔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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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8、銷售方式 

根據敘述性統計得知，圖 4-8 銷售方式，其中以契約合作方式最高佔

52.9%，其次為自產自銷佔 48.3%和非契作佔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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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北部經營型態 

 根據敘述性統計得知，圖 4-9 北部經營型態，以栽培此項目

為最高佔 80%，其次依序分別為運銷和分裝各佔 40%、加工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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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北部銷售方式 

根據敘述性統計得知，圖 4-10 北部銷售方式，以自產自銷為最高

佔 100%，其次為非契作佔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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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1、中部經營型態 

根據敘述性統計得知，圖 4-11 中部經營型態，以栽培此項目為最

高佔 93%，其次依序分別為運銷佔 13%、綜合佔 12%、分裝佔 10%、

加工及流通各佔 8%、及其他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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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2、中部銷售方式 

根據敘述性統計得知，圖 4-12 中部銷售方式，以契約合作及非契

作為最高各佔 51%，自產自銷佔 40%。 

  

40 

51 51 

0%

20%

40%

60%

80%

100%

自產自銷 契約合作 非契作 

銷售方式 



24 
 

 

圖 4- 13、南部經營型態 

根據敘述性統計得知，圖 4-13 南部經營型態，以栽培此項目為最

高佔 86%，其次依序分別為運銷及綜合各佔 10%、其他佔 7%、加工、

分裝及流通各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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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4、南部銷售方式 

根據敘述性統計得知，圖 4-14 南部銷售方式，以契約合作為最高

佔 48%、自產自銷佔 38%及非契作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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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5、東部經營型態 

根據敘述性統計得知，圖 4-15 東部經營型態，以栽培此項目為最

高佔 100%，運銷佔 33%，其他項目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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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6、東部銷售方式 

根據敘述性統計得知，圖 4-16 東部銷售方式，以自產自銷為最高

佔 67%、契約合作及非契作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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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7、雜糧栽培業者農地來源比例 

 根據圖 4-17 雜糧栽培業者農地來源比例所示，雜糧栽培業者之農

地主要來源為繼承，佔 59.6%，由自行承租及家人或親友提供則分別

次之，佔 46.8%及 15.8%，以向農地銀行承租及其他最低，均佔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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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8、北部雜糧栽培業者農地來源比例 

 根據圖 4-18 北部雜糧栽培業者農地來源比例所示，北部雜糧栽培

業者之農地主要來源為家人或親友提供，佔 80%，由自行承租、繼承

及自購分別次之，分別佔 60%、60%及 20%，以向農地銀行承租及其

他最低，均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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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9、中部雜糧栽培業者農地來源比例 

 根據圖 4-19 中部雜糧栽培業者農地來源比例所示，中部雜糧栽培

業者之農地主要來源為繼承，佔 53%，由自行承租、自購及家人或親

友提供分別次之，分別佔 43%、14%及 10%，以向其他及農地銀行承

租最低，分別為 3%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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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南部雜糧栽培業者農地來源比例 

 

 根據圖 4-20 南部雜糧栽培業者農地來源比例所示，南部雜糧栽培

業者之農地主要來源為繼承，佔 69%，自行承租、自購及家人或親友

提供分別次之，分別佔 48%、14%及 14%，以向其他及農地銀行承租

最低，分別為 7%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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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1、東部雜糧栽培業者農地來源比例 

 

 根據圖 4-21 東部雜糧栽培業者農地來源比例所示，東部雜糧栽培

業者之農地主要來源為繼承及自行承租，均佔 67%，自購及家人或親

友提供則次之，均佔 33%，以向其他及農地銀行承租最低，均為 0%。

但東部地區樣本數低於預期回收數量，故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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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受訪雜糧栽培業者農地面積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農地面積 (公

頃) 
.020 

100.00

0 

5.8359

8 

 

 

圖 4- 22、農地各工作階段平均參與工作、兼職與缺工人數 

 由圖 4-22 農地各工作階段平均參與工作、兼職與缺工人數所示，

中耕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1.17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0.33 人、平均缺

工人數為 0.29 人；收穫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2.19 人、平均兼職人數

為 1.06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0.54 人；施肥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1.55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0.46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0.36 人；病蟲害防治

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2.11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0.84 人、平均缺工人

數為 0.39 人；種植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2.05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1.03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0.51 人；整地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1.70 人、平

均兼職人數為 0.70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0.3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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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3、北部農地各工作階段平均參與工作、兼職與缺工人數 

 由圖 4-23 北部農地各工作階段平均參與工作、兼職與缺工人數所

示，中耕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1.67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0.33 人、平

均缺工人數為 0.44 人；收穫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3.43 人、平均兼職

人數為 1.86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1.29 人；施肥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1.5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0.5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0.33 人；病蟲害防

治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1.25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0.5 人、平均缺工人

數為 0.5 人；種植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2.86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1.57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1.43 人；整地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1.57 人、平

均兼職人數為 0.43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0.2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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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4、中部農地各工作階段平均參與工作、兼職與缺工人數 

由圖 4-24 中部農地各工作階段平均參與工作、兼職與缺工人數所

示，中耕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2.25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0.66 人、平

均缺工人數為 0.38 人；收穫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2 人、平均兼職人

數為 0.94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0.33 人；施肥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1.47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0.59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0.32 人；病蟲害防治

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2.36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1.11 人、平均缺工人

數為 0.36 人；種植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1.83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0.92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0.32 人；整地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1.74 人、平

均兼職人數為 0.71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0.3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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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5、南部農地各工作階段平均參與工作、兼職與缺工人數 

 由圖 4-25 南部農地各工作階段平均參與工作、兼職與缺工人數所

示，中耕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2.26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0.68 人、平

均缺工人數為 0.26 人；收穫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2.11 人、平均兼職

人數為 0.63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0.53 人；施肥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1.83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0.42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0.33 人；病蟲害

防治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2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0.62 人、平均缺工

人數為 0.15 人；種植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2.26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0.95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0.32 人；整地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1.84 人、

平均兼職人數為 0.58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0.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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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6、東部農地各工作階段平均參與工作、兼職與缺工人數 

 由圖 4-26 東部農地個工作階段平均參與工作、兼職與缺工人數所

示，中耕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1.67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0 人、平均

缺工人數為 0.67 人；收穫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3 人、平均兼職人數

為 1.5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0.5 人；施肥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1.5 人、

平均兼職人數為 0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0.5 人；病蟲害防治平均參與

工作人數為 2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0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1 人；種植

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2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0 人、平均缺工人數為

0.67 人；整地平均參與工作人數為 1.33 人、平均兼職人數為 0 人、

平均缺工人數為 0.67 人。但東部地區樣本數低於預期回收數量，故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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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7、受訪雜糧栽培業者參與工作人數與農地面積之線性迴歸 

經由農地面積與雜糧栽培業者參與工作人員數進行線性迴歸分

析，由圖 4- 可說明農地面積及參與工作人員數具有正向顯著(0.002)

的影響性，表示其農地面積大小對於參與工作人數具有影響。其線性

迴歸方程式為 y=-4.326+3.01x，相關係數(𝑅2)為 0.116，如圖 4-27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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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8、雜糧種植種類百分比 

 由圖 4-28 雜糧種植種類百分比所示，種植落花生之雜糧栽培業者

最高，佔 44.30%；種植玉米及甘藷之業者則次之，分別佔 30.90%及

16.50%；其他雜糧依序為小麥佔 15.50%；黃豆佔 13.4%；黑豆佔 10.3%；

胡麻佔 8.20%；紅豆佔 6.20%；薏苡及蕎麥均佔 5.2%；其他佔 2.1%；

蕎麥佔 1%；蜀黍、小米、綠豆、台灣藜為最低，均為 0%，而此現

象為抽樣誤差，並非台灣未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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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9、北部雜糧種植種類百分比 

 由圖 4-29 所示，北部雜糧種植種類主要以甘藷及玉米為主，其中

甘藷在受訪農民中 100%均有種植，玉米則佔 40%，其餘雜糧種類在

受訪農民中均未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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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0、中部雜糧種植種類百分比 

 由圖 4-30 所示，中部雜糧種植種類繁多，以落花生為主要種植項

目，達 60%；其次則分別為玉米、小麥及甘藷各佔 23%、22%及 17%；

其他雜糧依序為黃豆佔 10%；黑豆及蕎麥均佔 8%；胡麻及薏苡均佔

7%；其他佔 3%；藜麥佔 2%；燕麥、蜀黍、小米、紅豆、綠豆、台

灣藜為最低，均為 0%，而此現象為抽樣誤差，並非中部地區未種植。 

  

22 

0 

23 

0 0 
7 7 

10 8 

0 0 

60 

17 

0 2 
8 

3 

0%

20%

40%

60%

80%

100%

雜糧種類 



42 
 

 

 

圖 4- 31、南部雜糧種植種類百分比 

 由圖4-31所示，南部雜糧種植種類繁多，以玉米為主要種植項目，

達 45%；其次則為黃豆、紅豆及落花生均佔 21%；其他雜糧依序為

黑豆佔 17%；胡麻佔 14%；小麥、薏苡及甘藷均佔 3%；燕麥、蜀黍、

小米、綠豆、台灣藜、藜麥、蕎麥及其他為最低，均為 0%，而此現

象為抽樣誤差，並非南部地區未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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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2、東部雜糧種植種類百分比 

 由圖 4-32 所示，東部雜糧種植種類，以小麥、玉米、黃豆及落花

生為主，均佔 33%；其餘雜糧種類均為 0%，而此現象為抽樣誤差，

並非東部地區未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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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3、各雜糧平均種植面積 

 由圖 4-33 各雜糧平均種植面積所示，種植黃豆所佔農地面積為最

大，平均 15.26 公頃，其次為小麥、黑豆及玉米，農地面積平均大小

分別為 13.22、11.64、11.06 公頃；其他依序則為薏苡平均 6.93 公頃；

胡麻平均 5.20 公頃；蕎麥平均 2.92 公頃；甘藷平均 1.48 公頃；落花

生平均 1.44 公頃；紅豆平均 1.1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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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4、各工作階段與各年齡層平均人數 

 由圖 4-34 各工作階段與各年齡層平均人數所示，50 歲以上其平

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57、

1.11、0.74、1.00、0.95 及 0.83，收穫為明顯在各個工作階段皆為最

大，其次為 35-49 歲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

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57、0.68、0.48、0.77、0.73 及 0.50，再其次為

20-34 歲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

分別為 0.24、0.28、0.25、0.23、0.29 及 0.23，最後 19 歲以下其平均

人力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00、0.04、

0.05、0.07、0.05 及 0.08，由此可得知在各個工作階段的人力皆以 50

歲以上為主，落在 0.57~1.11 之間，其次為 35-49 歲落在 0.48~0.77 之

間，而 20-34 歲的平均人數卻均勻地落在 0.23~0.29 之間，表示 20-34

歲的人力在各個工作階段平均分布並且全程皆有參與。最後 19 歲以

下的平均人力最少，落在 0.00~0.08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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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5、北部各工作階段與各年齡層平均人數 

由圖 4-35 北部各工作階段與各年齡層平均人數所示，35-49 歲其

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89、

1.29、0.67、0.75、1.43 及 0.86，其次 20-34 歲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

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56、0.43、0.50、0.00、

0.43 及 0.43，再其次為 50 歲以上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

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22、1.57、0.33、0.50、1.00 及 0.29，

由此可得知在北部各個工作階段的人力皆以 35-49 歲為主，落在

0.67~1.43 之間，其次為 20-34 歲落在 0.43~0.56 之間，而 50 歲以上

其平均人數落在 0.22~1.57 之間，最後 19 歲以下的平均人數為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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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6、中部各工作階段與各年齡層平均人數 

由圖 4-36 中部各工作階段與各年齡層平均人數所示，50 歲以上

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1.19、0.8、0.56、0.86、0.72 及 0.83，而 35-49 歲其平均人數在中耕、

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56、0.73、0.53、0.93、

0.62 及 0.50，另 20-34 歲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

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03、0.35、0.26、0.39、0.33 及 0.24，最後

19 歲以下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

地分別為 0.00、0.02、0.03、0.04、0.03 及 0.07。由此可得知在中部

各個工作階段的人力皆以 50 歲以上為主，落在 0.56~1.19 之間，其次

為 35-49 歲其平均人數落在 0.50~0.93 之間，而 20-34 歲其平均人數

落在 0.03~0.39之間。最後 19歲以下的平均人數落在 0.00~0.07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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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7、南部各工作階段與各年齡層平均人數 

由圖 4-37 南部各工作階段與各年齡層平均人數所示，50 歲以上

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1.16、1.00、0.92、0.92、0.89 及 0.79，而 35-49 歲其平均人數在中耕、

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58、0.74、0.58、0.69、

0.95 及 0.58，另 20-34 歲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

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42、0.26、0.17、0.23、0.23 及 0.37，最後

19 歲以下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

地分別為 0.11、0.11、0.17、0.15、0.11 及 0.11。由此可得知在南部各

個工作階段的人力皆以 50 歲以上為主，落在 0.79~1.16 之間，其次為

35-49 歲其平均人數落在 0.58~0.95 之間，而 20-34 歲其平均人數落在

0.17~0.42 之間。最後 19 歲以下其平均人數落在 0.11~0.17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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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8、東部各工作階段與各年齡層平均人數 

由圖 4-38 東部各工作階段與各年齡層平均人數所示，50 歲以上

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1.67、3.00、1.50、2.00、2.00 及 1.33 明顯在各個工作階段皆為最大，

由此可得知在東部各工作階段其人力皆以 50 歲以上為主，落在

1.33~3.0 之間，但由於東部回收樣本數低於預期故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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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9、各工作階段學歷及農業科系畢業平均人數 

 

由圖 4-39 各工作階段學歷及農業科系畢業平均人數所示，教育程

度以高中職以下之平均人數最高，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

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86、1.67、1.04、1.36、1.41 及 1.02，

其次為大專院校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

及整地分別為 0.38、0.29、0.34、0.50、0.37 及 0.39，碩博士以上其

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為 0.05、0.07、

0.05、0.02、0.06 及 0.09，另外農業科系畢業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

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33、0.18、0.16、0.16、

0.19 及 0.19，並由圖 4-1 受訪雜糧栽培業者教育程度可得知教育程度

為國小 13.3%、國中 12%、高中 45.8%及大學 21.7%，但是農業科系

畢業平均人數為 0.16~0.33，表示現今雜糧栽培業者教育程度以高中

職以下為主，但其中農業科系畢業者為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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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0、北部各工作階段學歷及農業科系畢業平均人數 

由圖 4-40 北部各工作階段學歷及農業科系畢業平均人數所示，教

育程度基本以高中職以下之人數最高，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

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1.00、2.86、0.83、0.75、2.29

及 1.00，其次為大專院校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

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33、0.29、0.50、0.50、0.29 及 0.43，碩博

士以上最少，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

整地分別為 0.33、0.29、0.17、0.00、0.29 及 0.14，另外農業科系畢

業平均人數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

地分別為 0.56、0.71、0.83、1.00、0.71 及 0.71，並由圖 4-1 受訪雜糧

栽培業者教育程度可得知教育程度為國小 13.3%、國中 12%、高中

45.8%和大學 21.7%，但是農業科系畢業平均人數為 0.56~1.00，表示

現今北部雜糧栽培業者教育程度以高中職以下為主，但其中農業科系

畢業者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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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1、中部各工作階段學歷及農業科系畢業平均人數 

由圖 4-41 中部各工作階段學歷及農業科系畢業平均人數所示，教

育程度基本以高中職以下之人數最高，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

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1.50、1.63、1.15、1.61、1.40

及 1.24，其次為大專院校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

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06、0.18、0.21、0.50、0.20 及 0.17，碩博

士以上最少，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

整地分別為 0.06、0.04、0.03、0.04、0.03 及 0.10，另外農業科系畢

業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13、0.18、0.12、0.21、0.20 及 0.14，並由圖 4-1 受訪雜糧栽培業者

教育程度可得知教育程度為國小 13.3%、國中 12%、高中 45.8%和大

學 21.7%，但是農業科系畢業平均人數為 0.13~0.21，表示現今中部雜

糧栽培業者教育程度以高中職以下為主，但其中農業科系畢業者不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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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2、南部各工作階段學歷及農業科系畢業平均人數 

由圖 4-42 南部各工作階段學歷及農業科系畢業平均人數所示，教

育程度基本以高中職以下之人數最高，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

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1.11、1.05、0.75、1.00、1.00

及 0.74，其次為大專院校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

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84、0.74、0.67、0.69、0.84 及 0.89，碩博

士以上最少，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

整地分別為 0.05、0.05、0.08、0.00、0.05 及 0.05，另外農業科系畢

業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05、0.11、0.00、0.00、0.11 及 0.05，並由圖 4-1 受訪雜糧栽培業者

教育程度可得知教育程度為國小 13.3%、國中 12%、高中 45.8%和大

學 21.7%，但是農業科系畢業平均人數為 0.00~0.11，表示現今南部雜

糧栽培業者教育程度以高中職以下為主，但其中農業科系畢業者不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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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3、東部各工作階段學歷及農業科系畢業平均人數 

圖 4-43 東部各工作階段學歷及農業科系畢業平均人數所示，教育

程度基本以高中職以下之人數最高，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

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1.13、2.75、1.25、1.50、1.67 及 1.00，

其次為大專院校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

及整地分別為 0.33、0.25、0.25、0.50、0.33 及 0.33，碩博士以上其

平均人數在各工作階段皆為 0.00，另外農業科系畢業其平均人數在個

工作階段也皆為 0.00，並由圖 4-1 受訪雜糧栽培業者教育程度可得知

教育程度為國小 13.3%、國中 12%、高中 45.8%和大學 21.7%，但是

農業科系畢業平均人數為 0.00，表示現今東部雜糧栽培業者教育程度

以高中職以下為主，但其中農業科系畢業者無。由於東部回收樣本數

低於預期故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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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4、各工作階段本國籍及非本國籍平均人數 

由圖 4-44 各工作階段本國籍及非本國籍平均人數所示，在各工作

階段的本國籍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整

地分別為 1.85、2.04、1.53、2.02、1.84 及 1.56，以中耕、收獲、施

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有雇用非本國籍勞工其平均人數分別為

0.06、0.09、0.00、0.00、0.09 及 0.11，而在缺工人數方面其平均人數

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42、0.49、

0.35、0.35、0.46 及 0.38 可看出雜糧栽培產業農民明顯皆以本國籍人

員為主要人力，並且有部分缺工，但是雇用非本國籍勞工平均人數也

是相當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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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5、北部各工作階段本國籍及非本國籍平均人數 

由圖 4-45 北部各工作階段本國籍及非本國籍平均人數所示，在北

部各工作階段的本國籍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

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1.67、3.43、1.50、1.25、2.86 及 1.57，有雇用非

本國籍勞工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

地皆為 0.00，而在缺工人數方面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

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44、1.29、0.33、0.50、1.43 及 0.29，

可看出北部雜糧栽培產業農民明顯皆以本國籍人員為主要人力，並且

有部分缺工，但沒有雇用非本國籍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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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6、中部各工作階段本國籍及非本國籍平均人數 

由圖 4-46 中部各工作階段本國籍及非本國籍平均人數所示，在中

部各工作階段的本國籍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

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1.62、1.78、1.47、2.18、1.45 及 1.45，以中耕、

收獲、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有雇用非本國籍勞工其平均人

數分別為 0.13、0.14、0.00、0.00、0.15 及 0.19，而在缺工人數方面

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38、0.33、0.32、0.36、0.32 及 0.31，可看出中部雜糧栽培產業農民

明顯皆以本國籍人員為主要人力，並且有部分缺工，但是雇用非本國

籍勞工平均人數也是相當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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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7、南部各工作階段本國籍及非本國籍平均人數 

由圖 4-47 南部各工作階段本國籍及非本國籍平均人數所示，在南

部各工作階段的本國籍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

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2.26、2.00、1.83、2.00、2.16 及 1.84，有雇用非

本國籍勞工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

地皆為 0.00，而在缺工人數方面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

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26、0.53、0.33、0.15、0.32 及 0.37，

可看出南部雜糧栽培產業農民明顯皆以本國籍人員為主要人力，並且

有部分缺工，但沒有雇用非本國籍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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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8、東部各工作階段本國籍及非本國籍平均人數 

由圖 4-48 東部各工作階段本國籍及非本國籍平均人數所示，在東

部各工作階段的本國籍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

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1.67、3.00、1.50、2.00、2.00 及 1.33，有雇用非

本國籍勞工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

地皆為 0.00，而在缺工人數方面其平均人數在中耕、收穫、施肥、病

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67、0.50、0.50、1.00、0.67 及 0.67，

可看出東部雜糧栽培產業農民明顯皆以本國籍人員為主要人力，並且

有部分缺工，但沒有雇用非本國籍勞工。由於東部回收樣本數低於預

期故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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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9、各工作階段缺工情形及機械化程度 

由圖 4-49 各工作階段缺工情形及機械化程度所示，各個工作階段

其機械化程度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64.6%、78.8%、63.2%、79.2%、75.7%及 88.9%，另外季節性缺工在

中耕、收穫、病蟲害防治、種植、整地的季節性缺工分別為 33.8%、

31.3%、17.5%、18.8%、28.6%及 29.2%，而經常性缺工在中耕、收

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21.5%、17.5%、19.3%、

14.6%、21.4%及 16.7%， 由此圖可判斷各工作階段其機械化程度高、

平均參與人數少但季節性缺工。 

  

21.5 
17.5 19.3 

14.6 

21.4 
16.7 

33.8 31.3 

17.5 
18.8 

28.6 29.2 

64.6 

78.8 

63.2 

79.2 
75.7 

88.9 

0

20

40

60

80

100

中耕 收穫 施肥 病蟲害防治 種植 整地 

百
分
比(%)

 

工作階段 

經常性缺工(%) 季節性缺工(%) 機械化(%) 



61 
 

 

圖 4- 50、北部各工作階段缺工情形及機械化程度 

由圖 4-50 北部各工作階段缺工情形及機械化程度所示，各個工作

階段其機械化程度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

別為 100%、100%、83.3%、100%、57.1%及 100%，另外季節性缺工

在中耕、收穫、病蟲害防治、種植、整地的季節性缺工分別為 66.7%、

85.7%、50.0%、75.0%、85.7%及 57.1%，而經常性缺工在中耕、收

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44.4%、28.6%、33.3%、

100%、28.6%及 28.6%， 由此圖可判斷北部各工作階段其機械化程

度高但季節性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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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1、中部各工作階段缺工情形及機械化程度 

由圖 4-51 中部各工作階段缺工情形及機械化程度所示，各個工作

階段其機械化程度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

別為 65.6%、79.6%、67.6%、85.7%、80.0%及 88.1%，另外季節性缺

工在中耕、收穫、病蟲害防治、種植、整地的季節性缺工分別為21.9%、

22.4%、14.7%、17.9%、20.0%及 23.8%，而經常性缺工在中耕、收

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28.1%、18.4%、17.6%、

14.3%、25.0%及 16.7%， 由此圖可判斷中部各工作階段其機械化程

度高但季節性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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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2、南部各工作階段缺工情形及機械化程度 

由圖 4-52 中部各工作階段缺工情形及機械化程度所示，各個工作

階段其機械化程度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

別為 47.4%、89.5%、50.0%、61.5%、73.7%及 84.2%，另外季節性缺

工在中耕、收穫、病蟲害防治、種植、整地的季節性缺工分別為36.8%、

42.1%、16.7%、7.7%、26.3%及 31.6%，而經常性缺工在中耕、收穫、

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0.0%、5.3%、8.3%、7.7%、

10.5%及 5.3%， 由此圖可判斷南部各工作階段其機械化程度高但季

節性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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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3、東部各工作階段缺工情形及機械化程度 

由圖 4-53 東部各工作階段缺工情形及機械化程度所示，各個工作

階段其機械化程度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

別為 66.7%、25.0%、25.0%、50.0%、66.7%及 100%，另外季節性缺

工在中耕、收穫、病蟲害防治、種植、整地的季節性缺工皆為 0%，

而經常性缺工在中耕、收穫、施肥、病蟲害防治、種植及整地分別為

33.3%、25.0%、25.0%、50.0%、33.3%及 66.7%， 由此圖可判斷東

部各工作階段其機械化程度高但經常性缺工。由於東部回收樣本數低

於預期故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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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4、總體環境影響因素百分比 

圖 4-54 為總體環境影響因素百分比，其中以自然環境之因素影響

最深，佔 45.1%，近年來氣候變遷，氣溫及降雨量異於往常，農作物

無法如期生長，尤其颱風影響農民產物最為劇烈；其次為人口環境，

佔 25.5%，近十年，台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加上青年對於從事

種植行業之願意甚低，造成種植雜糧人力短缺，並且往機械化方向發

展，以彌補人力不足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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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5、產業環境因素百分比 

由圖 4-55 產業環境因素百分比所示，以中間商影響最大，佔 34%，

小農往往藉由中間商將產品售出，但中間商的產品來源並不是僅有一

個小農而已，中間商在這麼多的選擇下，將價格降低，以合則來，不

合則去的議價方式，小農往往只能選擇薄利多銷；其次影響因素為顧

客佔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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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一) 農民平均年齡比偏高，雜糧栽種中每個工作項目以 50 歲之農民

為居多，人力老化趨勢明顯，且栽種雜糧之農民，其農業相關系畢業

人數較少，有此推斷，農業科系畢業後之學生參與雜糧耕種意願較

低。 

在各個工作階段皆有人力老化的現象，而且有越年輕的人力

越少的趨勢，由於台灣近年來教育程度發展較高，大多數 19 歲

以下年輕人可能尚在求學階段而尚未投入雜糧栽培的產業之中，

但是較年輕其人力則是在每個工作階段皆有一定程度上的參與，

使每個工作階段皆有年輕人力來接手，雖然人力老化、年輕人力

缺少，但是以高度的機械化發展來解決此問題可能是未來發展的

趨勢。 

 由於高中職以下畢業平均人數較多但有些高中較無科系分

別，所以農業科系畢業平均人數相對偏低，而農業科系畢業平均

人數的趨勢相比於大專院校學歷的平均人數是有相近的趨勢，由

此可判斷農業科系畢業後參與雜糧耕種的平均人數趨勢相近大

專院校平均人數但是平均人數不高，得知農業科系畢業後還是會

有部分的人力願意參與雜糧栽培。 

(二) 農地大多分布在中部區域，而農地來源以自行承租比例最高。 

農地以中部區域為最多，佔 64%，其因中部區域(苗栗、台中、

彰化、南投、雲林)為全國雜糧產銷班班數佔最多，其次為南部區

域，佔 28%，而南部區域(嘉義、台南、高雄、屏東)雜糧產銷班

班數為 12 班；北部區域佔 5%，北部區域(台北、新北、桃園、新

竹、宜蘭)因都市化程度相對其他區域來得高；東部佔區域 3%，

而東部區域(花蓮、台東)雜糧產銷班班數為 3 班，但問卷回收率

偏低。 

 雜糧栽培業者之農地主要來源為自行承租，佔 44.6%，由家

人或親友提供及自購則分別次之，佔 15.7%及 14.5%，以向農地

銀行承租及其他最低，均佔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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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農民加入產銷班的比例偏高，以保障產品能夠銷售出去。  

經營型態在問卷中此題為複選題，其中以栽培此經營型態之

比例最高佔 90.7%，而銷售方式在問卷中此題也為複選題，其契

約合作、自產自銷和非契作之比例分別為52.9%、48.3%和43.7%。

因此可從經營型態和銷售方式得知，受訪的栽培業者大多數皆有

加入產銷班，而產銷班會與農會或企業簽訂契約合作，可保障農

民的權益，讓農民不用擔心收入穩定的問題，能無後顧之憂，將

心思花在專心栽培農作物，如此一來主要銷售方式以契約合作為

主，其次為自產自銷、非契約合作。 

(四) 參與雜糧栽種之人力工作中以收穫比例為最高，大多種植落花生，

但種植黃豆所佔農地面積為最大，而農地越大所需人數越多。 

農地各工作階段平均參與工作、兼職與缺工人數所示，在不

同的工作階段有不一樣的人力需求，以收穫、病蟲害防治及種植

三大步驟所需參與工作人員數較多，分別達到平均 2.19 人、2.11

人及 2.05 人，其中聘用兼職人員及缺工人數也同樣以這三者較高，

因此可推斷，收穫、病蟲害防治及種植三大步驟工作量較大，相

較於其他步驟其不易機械化，機械化程度尚有不足或仍有進步空

間。 

由圖 4-27 表示其農地面積大小對於參與工作人數具有影響。

但此回歸模型之相關係數(𝑅2)僅為 0.116，表示其模型僅有 11.6%

的解釋力，並非高度相關，由此可知雖然農地面積對參與工作人

數具影響性，卻可能因為機械化等因素使相關性偏低。 

由圖 4-28 雜糧種植種類百分比所示，種植落花生之雜糧栽培

業者明顯高於其他雜糧種類，佔 44.30%，種植玉米及甘藷之業者

則次之，而落花生的種植尤以中部低區(雲林)及南部地區(嘉義)

為大宗，也是本次抽樣回收樣本數最多的區域。 

由圖 4-33 各雜糧平均種植面積所示，種植黃豆所佔農地面積為最

大，平均 15.26 公頃，其次為小麥、黑豆、玉米，與圖 4-28 相比

可明顯看出種植落花生之農民雖然較多，但其種植面積普遍偏小，

反而以黃豆、小麥、黑豆、玉米為大規模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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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雜糧栽培中各工作階段的機械化程度偏高，導致缺工狀況多為季

節性。 

    由圖 4-49 各工作階段缺工情形及機械化程度所示，各個工作

階段機械化程度皆已超過 60%以上，機械化程度最高為中耕

95.2%，其次為整地 92.2%，最低為施肥 62.5%，另外中耕、收穫、

病蟲害防治、種植、整地的季節性缺工大於經常性缺工，只有施

肥為經常性缺工 19.6%大於季節性缺工 17.9%，與圖 4-22 相比得

知施肥平均參與人數為 1.55 為第二少，由此判斷施肥由於機械化

程度最低而容易造成經常性缺工，最後由此判斷各工作階段其機

械化程度高、平均參與人數少但季節性缺工。 

(六) 農業尚未合法開放外勞，非本國籍勞工平均人數稀少，且有部分缺

工。 

    由各工作階段本國籍及非本國籍平均人數所示，在各工作階

段的本國籍平均人數為 1.38~2.01，皆明顯大於非本國籍的平均人

數 0.00~0.13，可看出農民明顯皆以本國籍人員為主要人力並且有

部分缺工，但是雇用非本國籍勞工平均人數也是相當稀少。根據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外籍勞工工作資格及規定:「目前開放外籍

勞工來臺從事的工作為：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機構看護工工

作、製造工作、營造工作、海洋漁撈工作及屠宰工作。」判斷農

業尚未合法開放外勞所以造成非本國籍勞工平均人數稀少，並且

有部分缺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