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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因應策略-以韓美 FTA 為例 

一、 韓國 FTA 簽訂狀況概述 

   韓國為了提升生產性並進一步發展經濟，自 2003 年以來，積極地進行

自由貿易協定(以下稱 FTA)。確認目前的 FTA 進展狀況 (表 1)可發現，對智

利、新加坡、EFTA、ASEAN(商品部分)的 FTA 已經生效，而和包含 EU、

加拿大、ASEAN(服務、投資部分)等六國(區域)的交渉則在推動中。此外，

對中國、MERCOSUR、GCC，則在準備 FTA 交渉的環境調整階段。其基本

策略為先從小的經濟體開始開放，從中慢慢累積經驗，進而邁向與大國的交

涉。然而韓國對於相對優勢低的農水產部門，最初也並非採取積極的開放姿

態，可說是和美國交涉之後才一口氣加速開放。 

 

表 1 韓國的 FTA 推動狀況 

對象國 現況 交涉開始 交渉妥協 正式署名 
批准案國會通過 

(韓國) 

 妥協                                    (年/月) 

智利 2004 年 4 月生效 99/12 02/10 03/2 04/2 

新加坡 2006 年 3 月生效 04/1 04/11 05/8 05/12 

EFTA 2006 年 9 月生效 05/1 05/7 05/12 06/6 

ASEAN(商品部分) 2007 年 6 月生效 05/2 06/4 06/8 07/4 

美國 2007 年 7 月正式署名 06/6 07/4 07/7 未知 

 FTA 交渉推動中 

ASEAN 

(服務、投資部分) 
2007 年 10 月第 20 回交涉 05/2 

 

 

加拿大 2007 年 10 月第 11 回交渉 05/7  

印度 2007 年 10 月第 8 次交渉 06/3  

EU 2007 年 10 月第 4 次交渉 07/5  

墨西哥 2006 年 6 月第 3 次交渉 06/2  

日本 2004 年 11 月第 6 次交渉 03/12  

 交渉環境調整段階 

中國 

MERCOSUR(1) 

GCC(2)日本 

2007 年 7 月  於首爾舉辦產官學共同研究第 2 次會議 

2006 年 10 月 舉辦第 4 次 FTA 共同研究 

2007 年 3 月  盧武鉉總統在中東訪問時同意推動 FTA 

註(1)： MERCOSUR(南美南部共同市場)是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等正式加盟國，與智利等

準加盟國組成。  

註(2)： GCC(灣岸協力理事會)為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等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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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韓美 FTA 歷程 

   至於和美國的 FTA，於 2006 年 4 月開始交渉，7 月正式署名。經過 8

次的官方交涉及高層會合、貿易部長會合，07 年 4 月達成協議、6 月簽署(表

2)。而美國議會的總統促進貿易授權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的期限為 07

年 7 月，交涉成了為期僅僅 10 個月的短期交鋒。韓國政府於 9 月在國會提

出 FTA 批准同意案，韓悳洙國務總理發覺到政界中存在反對韓美 FTA 締結

的聲浪，他在國會進行提案時的對國民談話中說：「現在我們為了能獲得讓

憂慮損失的人也能認同的利益，正加以準備中。尤其為了農業及農村的未來，

將穩健地推動協助對策。」 

 

(1) 韓國農水產部門的讓步情況 

協議内容在一般商品中，韓國方面為 94.0％、美國方面 94.6％(Tariff line 

based)的關稅在 3 年以内取消。觀看農水產物部分，韓國的 3 年以内關

稅取消率降至 40％，有相當多的品項採用了長期的關稅取消期限及季

節關稅、關稅配額。然而在自由化中唯一例外的只有稻米，而自由化程

度也比韓國至今所締結過的 FTA(對智利、EFTA、ASEAN 等)還來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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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韓美 FTA 交涉過程 

 

 

    另一方面，除了時間限制外，韓國的交涉體制集中在農林水產部等貿易

本部，交涉除了事先和國内利益團體說明及收集情報之外，與國内當局缺乏

溝通，可以說幾乎沒有進行。最後，盧武鉉政權在美韓 FTA 仍未批准之下

結束，而於 08 年 2 月就任的李明博新政權，欲於 4 月選舉前獲得批准也相

當困難。韓國政府在協議之後，針對將造成損失的農業部門，進行了各項補

償及歇業計畫，並提出結構改革案。 

    韓國向美進口所佔之農水產品市佔率，在 2001~03 年平均為 10.7％，雖

相對較高，但隨著 BSE 問題的發生造成牛肉進口銳減，在 FTA 交涉前的 2005

年下降到 6.4％。特別是畜產品進口美國市佔率從 2003 年的 55％到 04 年一

路下滑到 19.2％，使得全體農水產物進口市佔率從 30％多下降到 20％多。

對於這樣的狀況美國表達了強烈的不滿，以解決牛肉問題為前提條件 開始

了 FTA 交涉。因為這樣的緣由，韓國從展開 FTA 交涉以來，首次不得不對

農水產市場進行徹底的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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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為韓國協議農水產部門關稅讓步的日程。韓國承諾即時取消關稅

的品項在 HS10 位碼中對 ASEAN 為 532 品項，而在美韓的 1531 品項中又增

加了 578 品項。雖然即時取消率 37.8%看來似乎很低，但在 10 年以內將提

高到 86.3%。在和智利締結時，蘋果、梨子也與稻米一樣列為完全例外品項，

在美韓 FTA 中卻只有稻米。不過，列為敏感品項的關稅配額(TRQ)為 11 品

項(細分基準為 36 品項) ，農產品緊急進口限制措施(ASG)為 30 品項(細分

基準為 75 品項)，這些項目比其他國家多也是美韓 FTA 的特徵。ASG 為類

似 WTO 的特別緊急救濟措施(SSG)，即當進口量增加到一定基準以上、出

口國的價格低在一定價格以下時，不需提出損失證明，自動啟動該措施，不

限制物資量，關稅提高的方式及次數亦無限制 。 

    關稅讓步在 10 年以上較多的品項為肉類 2 類、酪農產品 4 類、蔬菜 7

類。而美國最關心的牛肉則是在 15 年內取消，農業防衛措施關稅(按物資量

基準)也從 40％最終調降為 24％。冷凍豬肉的期限設定在 2014 年 1 月 1 日，

雞肉類許多也都設定在 10~12 年以内。4 類中奶粉與煉乳為例外，維持現行

關稅與 TRQ，乳酪類也設定為 10~15 年。 

    水果類則期限則更長，允許在期限內維持現行關稅，並導入 TRQ 與季

節關稅，橘子為 15 年、葡萄 17 年。此外，蘋果與梨子在一般品種上設為

10 年，但富士蘋果與東洋梨則長達 20 年。其他，食用大豆及馬鈴薯無關稅

配額，並與玉米 7 年的讓步期限一樣適用防衛措施。麥、蕎麥等也需花費

15 年的 TRQ。辣椒、蒜、蔥等為 15 年並適用 SG，朝鮮人蔘則決定為 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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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美韓 FTA在韓國的農產品關稅讓步(品項數) 

 
注： ①括號内的數字為細分號所追加的品項數 

4 類：乳清粉末(飼料用)、乳清(其他、資料用)、變性乳清(乳清除去、飼料用)、變性乳清(無機質除去、飼料用)、變性乳清(濃縮蛋白質、飼料用)、變性乳清(其他)、變性 

      乳清(其他飼料用)、乳酪(切達)  

7 類：馬鈴薯(家庭用)、碗豆(飼料用)  

8 類：蘋果(富士品種)、梨(東洋梨品種、新鮮的)  

12 類：大豆(醬油原料)  

20 類：蔓越莓汁、李子汁  

21 類：混合調味料(辣椒、蒜、蔥，或生薑的含有量 20 ％以上，或這些合計為 40 ％以上的品項)、混合調味料調製品(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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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韓國農業現況 

    韓國目前正面臨農村高齡化之困境，確認農家戶數(圖 1)，從 1970 年的 248 萬戶開始

一路下滑，到了 2006 年變成 125 萬戶，幾乎為 1970 年的一半。農家人口亦是如此，在這

樣的農家戶數及農家人口的減少趨勢中，農村高齡化則急速上升。從圖 1可以了解到，高

齡者的絶對數從 1970 年(71 萬人)到 2006 年(102 萬人)，增加了約 43％。加上青壯年層在這

期間由農村外移至都市，高齡化率急遽上升。1970 年的高齡化率為 4.9％，到了 80 年代前

半成為高齡化社會(高齡化率 7~14％)，93 年則進展為高齡社會(高齡化率 14~21％)，99 年

已邁入超高齡社會。 

 

圖 1韓國的農家現況 

備註：高齡者人口為 65 歲以上人口。 

高齡化率為農家人口中的高齡者比例。 

 

    處在如上述的農村高齡化進展過程中，製造業以出口為中心大幅成長，農業部門的生產

性提升則相對鈍化，逐漸處於劣勢。該比較劣勢化不僅是在 GDP 及全就業者中的農業部門

占有率下降，也能從自給率逐年下滑中掌握到。至今的韓國為確保食品安全保障，置出了提

升自給率的有力點。然而如圖 2顯示，calorie base 自給率(新系列)從 1970 年的 79.5％到 90

年下降到 62.6％，並於 99 年中斷 50％(*4)，2005 年演變為 46％。穀物自給率雖在 1966 年

超越 100％達 102.5％，其後急速下降，79 年變為 58.7％，90 年代後半則演變為 3 成左右，

到了 2005 年為 29.3％。檢視個別品項也可見小麥、大豆、牛肉的自給率自 1966 年以後急速

下降(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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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糧食自給率 

備註：在新系列中，考量了肉類的飼料自給率。 

 

表 4各品項的糧食自給率 

 

 

 

如圖 3所示，將 2002~05 年(在 BSE 導致牛肉進口發生問題之前)的市佔率做平均，韓國向

美進口佔了最大市佔率的為玉米、麥等穀類，佔了全體的 25％。農產品中次高的是大豆等

豆類 13％、水果類 8％，其他飼料及食品、調製品的市佔率皆較少。市佔率與穀類相當的肉

類為 23％，其中 18％為牛肉，豬肉、雞肉等市佔率不過 1~2％多。觀察這些進口市佔率已

偏高的品項，指出了或許實際上當廉價的美國產品進口增加時，必須大幅進行國內調整的可

能性並沒有那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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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韓國從美國進口之各品項比例圖 

 

       備註：從上到下為麥、玉米、馬鈴薯、大豆、柳橙、葡萄、其他水果、番茄、甜菜、根菜 

            、飼料、可可、香菸類、酒類、飲料、糖果類、其他製品、牛肉、豬肉、雞肉、養豬 

    、動物性脂肪、蜂王漿、起司 

 

(3) 市場開放的影響 

    由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的李彰洙等人進行的研究(2006)，利用部份均衡模型，稻米為唯

一例外，其餘一律在 10 年內取消關稅，依據該方案預測各生產額的變化與農家所得。表 5

所示，從 2010 年開始到 17 年，生產額預料將減少 20％以上的是辣椒、蒜、蘋果、葡萄、

橘子、肉牛等。但除了肉牛之外，其他品項的生產金額並不多，反而是豆類、蔥、雞肉等

預料將會增加。同研究中也可見到農家所得從 2010 年的 13.2 兆韓元到 2017 年為 11.36 兆

韓元，減少了幾乎 2 兆韓元。各品項所得在穀物方面損失較輕微，而水果和畜產則減少了

20％以上，跌幅較大，所得方面大致上顯示出和生產額相同的趨勢。 

    然而，該結果僅單純地估算到關稅取消，並沒有考慮到農產品的許多關稅配額分配等。

此外，就水果與畜產的貿易性質上來說，檢疫所具的意義比關稅取消的效果還要大，光是議

論關稅的部分並不合適。因模型的前提條件及基準年並不同，比較起來不太具有意義，但將

交涉妥協後的内容加入，於農業經濟研究院所進行的研究(2007)中，將 2009 年到 19 年的各

品項增減，比較先前李彰洙(2006)研究的 2010 到 17 年，(比較有底色之表 2 部分)得出的結

果為 09 年~19 年全品項生產額的減少幅度比 10 年~17 年的減少幅度還要低很多。而減少幅

度增加的只有畜產，且非最大懸案的牛肉，而是豬肉與酪農。因農產品的進口制度複雜而多

異，以單純化的模型推算有一定的限制。以下大略預測對主要品項國内生產的具體上影響，

以及在韓國市場中，美國與他國的競爭情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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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美韓 FTA與主要農產品的預期生產額 

備註：表由上到下：穀物全體、米、麥、大豆、蔬菜全體、溫室蔬菜、辣椒、蒜、蔥、其他、水果 

全體、蘋果、梨、葡萄、橘子、桃、其他、畜產全體、韓牛、豬、雞、其他、酪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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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美韓 FTA及對韓國主要農產品的影響

 讓步關稅 關稅配額 自給率 美國產市占率(2000~06 年) 主要供應國 對韓國的影響 美國與其他供應國的變化 

玉米 

 

328% 

 

0-1% 

 

0.9% 

 
飼料用(4.2~65.1%) 

其他(1.9~73%) 

中國，美國，巴西 

 

進口做為飼料，國產做為食用來區分 

分配關税範圍內進口的實質影響輕微 

變動較大，但在飼料用玉米中，原先美國大

於中國的單價差將縮小 

美國產的競爭力提升 

大豆 

 

 

 

 

487% 

 

 

27% 

 

1-5% 

 

1-5% 

 

 

8.5% 

 

 

 

 

榨油用(54.2~90.8%) 

 

飼料用(75.9~88%) 

豆漿(5.8~66%) 

 

美國，巴西 

 

美國，中國 

阿根廷，巴西 

美國 

進口的是豆漿用與飼料，和國產食用、加工

用區隔，以分配關税範圍内進口 

同上 

美國產進口增加 

 

隨出口價格變動，但市佔率回復 

單價下跌及中國出口餘力減退，使美國優勢 

 

對於中南美，美國的競爭力回復 

 

柳橙 

 

 

蘋果 

葡萄 

 

50%(果汁

54%)柑橘

類 144% 

45% 

 

 

 

 

 

 

 

 

 

 

 

 

 

 

生鮮柳橙(95%~98%) 

果汁(23.6~30.8%) 

 

- 

生鮮葡萄(11.6~22.4%) 

 

果汁(42.3~74.5%) 

美國，南非 

巴西，美國 

- 

 

- 

 

國内無生產。但有橘子等柑橘類全體產生消

費替代的疑慮，糖度等品質差異 

檢疫問題優先，品種競爭少，但富士品系有

可能有進口競爭 

生鮮上美國產無價格競爭，與國產有品質差 

異 

進口依賴度高，無大的影響力  

確立美國的壓倒性優勢 

與巴西的價格競爭力逆轉優勢 

 

 

智利的壓倒性市佔率不變，以季節區分 

 

價格競爭力上西班牙等優勢確立  

牛肉 

 

豬肉 

 

雞肉 

 

 

牛乳製品 

 

 

乳酪 

40% 

 

18-25% 

 

18-20% 

 

 

49.5% 

 

 

36% 

4% 

 

46.9% 

 

76.4% 

 

80.5% 

冷凍至 03 年 77％，之後 0％ 

生鮮、冷藏同 71%，之後 0％ 

冷凍三層肉(0.2~0.8%) 

其他冷凍肉(12.1~34.8%) 

冷凍雞腿(12.9~83.4%) 

雞翅膀(1.3~28.2%) 

雞肉切塊(1.5~57%) 

乳清(58.6~82.5%) 

新鮮(3.3~7.8%) 

 

粉末(21.7~39.9%) 

 

 

(美國)，澳洲，紐

西蘭 

比利時，智利，法

國等 EU 各國 

泰國，中國，丹麥 

 

 

美國，EU，澳洲 

澳洲，紐西蘭，EU 

 

美國，澳洲，紐西

蘭、巴西 

BSE 檢疫問題解決的話，有必要 15 年緩期

做區分化。美國產的競爭力強，價格也下降。 

進口依賴度カ提高，逐漸轉換為向美國進口，

價格有下降的可能性 

雞腿、雞翅膀等進口，一般雞肉、傳統料理

用國產區分，價格也可能下跌 

 

乳清粉末在分配關税範圍内進口，實質影響

輕微 

 

影響限定在粉末乳酪上，與國内生產無直接

競爭 

BSE 檢疫問題解決的話，包含品質面美國之

於澳洲等的競爭力再回復，優勢確立。 

全體的價格競爭力提升，尤其是其他冷凍肉

方面有可能逆轉加拿大的優勢 

雞腿等競爭力提升，轉為泰國、中國等 

 

 

粉末本來就是美國的市佔率具壓倒性 

變性乳清從技術面來看為 EU 優勢不變 

 

新鮮的無變化，粉末更確定轉為美國優勢 

、轉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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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場開放與政治上的敏感性 

    韓國在 FTA 推動之前，在 WTO 的交涉場合上對於農業的保護不僅和日本一樣，甚至

程度更高，與企圖迫使自由化的美國長年處於對立的關係。尤其是決定進入交涉的盧武鉉

政權，他的政治基盤並非是會從 FTA 得利的大企業或富裕層，反而是農業相關人員及地方

相關人士，還有反美、反全球主義傾向的市民團體等，使得交涉染上了政治色彩。在交涉

時不斷出現激烈的反對運動，諷刺的是當盧武鉉政權到了末期，與他下降的支持率成反比

的是美韓 FTA 的支持率提升，在 07 年 4 月獲得協議時達高峰。 

    迫於美國的 TPA 期限到期，在受限於時間的交涉下，以總統府為領導，將權限集中在

貿易交涉負責人身上的形式，使交涉得以迅速展開。相反地，由於缺乏向國内事先溝通及

合作，即使達成了協議，當初就已經預料到想趕在兩國政權末期中獲得批准是相當困難的。

對於在關稅結構上背負著增加市場開放的韓國方面，從 FTA 中尋求經濟封閉的突破口，在

輿論高度支持下展現出自信，打算藉由在 07 年 9 月的國會批准，來促使美國方面也獲得批

准。然而面臨 12 月的總統大選，更因 08 年 4 月逼近總選舉使批准拖延，現狀十分嚴峻。    

    韓國不僅是在權威主義時代，就連在民主化、地方自治制實施後，仍實施十分中央集

權的行政制度。又因政黨政治仍處在發展期，並沒有明確能迫使政黨行動的壓力團體，反

倒是網路的輿論及各類市民團體，對於政治擁有甚大的影響力。再者，因韓國人口有 4 分

之 1 以上集中在首爾，加上都市化急速進展，韓國也像日本一樣，難以培育出能調整、代

表地方及農業者，所謂「農林族」的政治家。 

    在國會上激烈抵抗批准案的並非只有以農村為票倉的議員，也包括了民主反美系的議

員們。除了強烈地意識到農業、農村或地方經濟的反對運動外，在美韓 FTA 中也深受反美

(這點在韓國幾乎等於反帝國主義)勢力的影響。因此就連由身為 FTA 既得利益者的消費者

所組成的都市市民團體，也存在著 FTA 的反對者。 

    農業團體是與工會並列具有相當大影響力的組織，除了農業共同組合中央會(農協)之外，

尚有全國農民會總連盟(全農)、韓國農業經營人中央聯合會(韓農連)、全國女性農民會總連

等。雖然這些團體都一致反對 FTA，但實際上每個團體所關心的、及利害關係都有著微妙

的差異，原因並不單純。由於肉牛及果樹園經營者等相對經營規模較大的農業者很多，且

這些組織也和推動改革的行政方面等有關聯，故對於 FTA 的關注除了保障農業生產之外，

還有部分原因是出口的可能性等。另一方面，農協雖然立場也一樣，但 2 者的地區性差異

十分強烈，主要是在活化地區經濟及農村問題的關心程度上有所不同。 

    而且韓國農產品的政治敏感性起因，並非只有在競爭力提升問題、特定品項農家所得

的經濟問題，或全農系及韓農連等影響力滲透度等政治問題而已。更因為產地偏重於特定

地區造成的地區間紛爭，以及農產品特性及歴史的、社會的風土所影響的農業者組織化程

度，加上各農業團體的政治傾向等，應說敏感性是連結了國家政治局勢下所形成的。因此

即使觀看各品項，也很難說是和日本一樣存在著明顯的政治敏感性。表 7是從以國際競爭

力為基準的生產規模、集中在特定地區的程度、農家所得的水準、農業者組織化率等觀點，

對政治敏感品項進行分析的表格。在美韓 FTA 中，這些品項幾乎都取得了長期的關稅取消

期限，並且採取關稅配額及防衛措施等特別的待遇，但實際上在背後是各有其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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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韓國主要農產品的敏感度 

生產品項 生產規模 地區偏重度 農家所得 組織化率 政治敏感度 敏感理由 

玉米 2 4 3 2 3   

食用大豆 3 4 3 3 3   

飼料用根菜 2 4 3 3 3   

馬鈴薯 2 1 4 3 3   

牛肉 4 4 5 2 3   

豬肉 4 3 4 3 3   

乳酪 2 4 2 3 3   

奶粉、煉乳 2 4 2 3 3   

天然蜂蜜 2 2 3 3 5 偏重濟州島地區、歷史特性 

柳橙 3 1 4 4 5 同上 

蘋果 4 3 4 4 4 對傳統保守政治基盤的偏重 

葡萄 3 3 4 4 4 同上 

梨 3 3 4 4 3   

桃 3 3 4 4 3   

人蔘 4 2 4 4 5 維持傳統食品的自給 

辣椒 3 2 4 4 5 同上，偏重慶尚北道地區 

蒜 3 1 4 4 4 偏重全羅道地區 

洋蔥 3 1 3 3 2 同上 

香菇 3 2 3 3 3   

綠茶 3 2 3 4 4 偏重全羅道地區、歷史特性 

生產規模：具競爭力=5、可能強化競爭力＝4、殘存可能＝3、缺乏持續性＝2、無法殘存＝1 

地區偏重：生產附加價值／地區 GDP<10%=5、＞10%=4、＞20%=3、＞30%=2、＞40%=1 

農家所得：生產農家平均／全農家所得平均＞100%=5、＞80?99%=4、＞60~79%=3、40~59%=2、＜39%=1 

組織化率：非常強＝5、強＝4、普通＝3、稍弱＝2、弱＝1 

政治敏感度：非常敏感＝5、敏感＝4、不敏感＝3、無政治性＝2、可忽略＝1 

註： ①地區偏重度為從特定的道(相當於縣)到市、郡、區、邑(相當於村)層級是否有偏重的查證。 

     ②農家所得以各營農型態的農業所得(名目)作分類。 

     ③組織化率為忽略掉品項特性，只著重在農業組織的加入率方面。 

 

(5) 妥協内容  

    將韓美 FTA 的農產品減讓程度，和至今韓國所締結的 FTA 做個比較，雖然程度相當地

高，但為了將衝撃的程度降至最小限度，也列出了各種例外處置。關於例外處置，對於主

要敏感品項適用減讓排除、維持現行關稅、導入季節關稅、稅號分離、農產品防衛措施(ASG)

等，關稅取消期限也在 15 年以上。  

    這次交渉得以行 ASG 啟動權的農產品為牛肉、豬肉、洋蔥、蘋果、辣椒、蒜、馬鈴薯

粉、高麗人蔘等 30 個品項(HS10 單位基準為 75 個)。另一方面，關於其他品項，適用於當

判斷將會對國内產業造成重大損失時，決定是否啟動的一般防衛措施(SG，緊急進口限制措

施)。SG 的啟動基準比起 ASG 較嚴格，且各品項僅能啟動一次。因此，當 ASG 對象品項

以外的農產品，一旦啟動過一次 SG，之後即使再進行會對國内生產造成重大損失的進口，

原則上不能採取任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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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看主要個別品項的減讓内容，對韓國而言最敏感的品項稻米(及稻米相關的16稅號)，

完全不追加市場開放條件，排除在減讓對象之外。從各營農形態農家比例在稻作上的高低

判斷(圖 4)，稻米的減讓排除應是為了降低國内農業相關團體對 FTA 反彈的措施。  

 

2006 年的關稅分配(TRQ)量為 22.1 萬噸(一次稅率 5％)的食品用大豆(以下將一次稅率

已 x%的關稅分配(TRQ)標記為 TRQ(x%))，雖維持現行關稅(二次稅率 487％)，但是將醬油

粕用稅號分離為食品用大豆來提供 TRQ(0％)。TRQ 量第一年為 1 萬噸，第二年 2 萬噸，第

三年 2.5 萬噸，之後以每年複利方式增加 3％。關於食品用馬鈴薯(τ：304％，τ記號代表現

行稅率，但當有 TRQ 時則為二次稅率)，維持現行的二次稅率，但於初年度給與 3000 噸的

TRQ(0％)，之後也以每年複利方式增加 3％。洋芋片用馬鈴薯則適用於稅號分離的季節關

稅。12~4 月的季節關稅為即時，5~11 月則有 7 年間的緩期來取消關稅。  

 

天然蜂蜜(τ：243％，TRQ(20％)) 維持現行關稅，但在初年度 200 噸每年增加 3％的

TRQ(0％)。人工蜂蜜(τ：243％，TRQ(20％))、蜂王漿(τ：8％)及蜂蜜調製品(τ：8％)的關稅

在 10 年調至 0。  

 

柳橙(τ：50％)在出貨期(9~2 月)維持現行關稅，初年度 2500 噸每年增加 3％的 TRQ。

非出貨期(3~8 月)從 30％的關稅 7 年內降至 0。柳橙汁(τ：54％)的冷凍果汁關稅為即時，冷

藏果汁的關稅為 5 年內取消。葡萄(τ：45％)出貨期(5 月~10 月 15 日)的關稅在 17 年內取消，

非出貨期(10 月 16 日~4 月)從 24％在 5 年內降至 0。葡萄酒(τ：15％)、葡萄汁(τ：45％)為

即時，另外調製、保存處理的葡萄(τ：45％)則為 7 年內取消關稅。而美國所關切的冷凍柳

橙汁與葡萄汁的即時關稅取消，是為了對柳橙及葡萄譲步所不可避免的措施。  

 

牛肉敏感的六個稅號(屠體及二分體(冷藏、冷凍)、部分肉(冷藏、冷凍等))(τ：40％)的

關稅於 15 年內取消，但同期間中 ASG 適用。ASG 啟動物資量從 27 萬噸(1 年度)到 35.4 萬

噸(15 年度)，每年增加 6000 噸。ASG 的適用啟動稅率為 1~5 年實行稅率(40％)，6~10 年實

行稅率 75％，11~15 年實行稅率 60％。豬肉敏感的兩個稅號(冷藏三枚肉及其他(排骨、頸

肉等)(τ：22.5％)之關稅於 10 年內取消，但同期間適用 ASG。ASG 的啟動物資量為第 1 年

度 8250 噸，至 10 年度每年增加 6％，最終為 13938 噸。ASG 的適用啟動稅率為 1~5 年度

實行稅率(22.5％)，6 年度開始實行稅率 70％，每年下降 5％點，在第 10 年度實行稅率為

50％。  

 

高麗人蔘(τ：222.8~754.3％)的主要 7 品項(水蔘、紅蔘、白蔘(本蔘、尾蔘、雜蔘)等人

蔘類)適用 20 年間的 ASG，但關稅得於 18 年內取消，此外從初年度 5.7 噸每年增加 3％的

TR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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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全農家中所佔的各營農形態農家的百分比 

 

三、 接受韓美 FTA 的韓國國内農業對策  

    韓國農林部於 2007 年 6 月 28 日發表了具體的國内農業對策案，經過和農民團體等的協議，

在 11 月 6 日將 10 年間 20.4 兆韓元的投融資為重點，公開發表經修正補完的對策「韓國農林部

2007b、c」。其内容涵蓋了因進口增加造成短期損失的對策，到協助農村活化，相當多岐繁雜，

以下為其要點： 

 

1. 補貼短期的進口損失 

(1) 因應短期進口急增所造成的損失補償之直接支付制，應比過去更加強化。先前與智利的 FTA

是將奇異果與施設葡萄作為補貼對象，這次和美國的 FTA，則是事前不決定品項，視之後

進口增加造成損失的品項再進行補貼。 

當因 FTA 使現行粗收益小於基準值以下時，於協定生效後的 7 年間，補貼一定的下降部分

圖 5以說明，首先將過去 5 年間的最高值與最低值除以平均粗收入為 π，以 π的 80％為基

準值(π1＝0.8π)。進口增加為起因，如圖所示當現行粗收益為 πA(≦π1)時，因比基準值 π1

大故不用補貼。然而，當進口急增粗收入為 πB(≧π1)時，就需補貼(π1-πB)×0.85。  

(2) 對於因韓美 FTA 履行而難以繼續農業的農家，於協定生效後 5 年間，進行改善的歇業資金

協助。補貼品項以 FTA 損失補貼直接支付制的品項選定為基準來決定，並以有固定投資、

長期持續生產的品項為主要協助。此外，為確保以歇業達到結構調整的效果，得將支付歇

業資金的農家排除在提升競爭力的協助對象之外。 

 

2. 從根本改善農業體質  

    韓國經濟正積極地進行結構改善，作為強化農業體質的計畫之一，實施農家登錄制，集

中針對專職農民的政策協助。企圖以專職農為中心，進行農家單位所得穩定直接支付制度等，

以穩定所得、經營，對於一定的年齡未滿及一定規模以上的主業農，給予所得穩定協助。該

制度為該年度的農業所得低於基準所得時，給予價格差的部分補貼。 

    為藉活化農地出租借來促進擴大規模，在土地利用型農業(稻米、露地蔬菜、果樹等)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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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活用農地銀行的計畫。其中當向農地銀行提出 8 年以上的出租委託時，將從所得稅裡的非

事業用土地中排除，且現行的轉讓稅率從 60％調降為 9~36％，以減輕稅金負擔。為促使高

齡農家退休，實施改編既有經營轉讓直接支付制的政策(表 8)。65~70 歲的高齡農家提出申

請，從退休當時到 75 歲間，每 1ha 給予每月 25 萬韓元。對象農地從現行的振興地區田擴

大為振興地區田、旱田，出售與出租以同條件補助，並承認菜園栽培等 0.3ha 以下面積的營

農事業。在實行初期，可選擇經營轉讓直接支付制或既有的稻米等直接支付制。 

 

3. 協助農村活化 

    為促進農村資源產業化，預定進行改編農地制度。對於農業振興地區内的農水產物加工

處理施設，將設置限制從 3000 平方公尺放寬到 1 萬平方公尺。另外在國土用途的區分上，

關於開發用土地之供給源的「計畫管理地區」，計畫將市、省的農地轉用許可權限從現行的

20ha 擴大到 50ha。 

 

4. 強化各品項競爭力 

    針對畜產、園藝、穀物、林產的各主要品項，也正準備著能獲得相較優勢的政策。具體

上，強化生產、加工、流通段階中較脆弱的部分，以提升效率性，培育出優秀的品牌以推動

品質的高級化、區分化等。以下就各品項分別探討：  

 

穀物 

對麥、大豆、馬鈴薯等穀物糧食部門的影響並不會很大，206 億韓元的資金細目也僅止於品

牌化事業(170 億韓元)、高冷地馬鈴薯的流通改善事業(36 億韓元)。 

麥就品質方面而言也無競爭力，缺乏改善的餘地，沒有對抗進口的實力。因此，若轉換為

生產技術較容易的全粒麥，在價格方面也較能抵制由美國進口的飼料用麥等。另一方面，

大豆則因健康意識等使得内需增加，對於基因轉殖大豆進口有相當強烈的擔憂，具消費者

國產意識。因此該品項是以支援農機、開發環保型栽培技術，並透過推廣促使品牌化、流

通網的整頓等強化競爭力為主的協助。 

馬鈴薯以集中產地、支援技術力及貯藏設施等強化供應能力為主，推動「高冷地馬鈴薯廣

域流通中心」等。 

 

畜產 

在應對畜產的糞尿處理等問題的同時，大規模化與專業化也跟著急速進展，最近的規模為

肉牛 31.5％、乳牛 69.5％、豬肉 77.1％、蛋 66.1％、養雞 84％等。隨著大規模化費用得以

降低，但主要補助範圍則以能對抗進口的廣域品牌化、提升安全性、可追溯性等競爭力強

化為中心。 

 

①肉牛：促進韓牛品牌化(將 2006 年的出貨率 32.2％於 17 年提升在 60％以上)，並配合整頓

流通結構為其重點。因進口牛肉偽裝成國產牛的標示問題層出不窮，需推動補助可追溯性

業務的代理費用、加強大型餐廳的原產地標示義務化(以 300 ㎡以上到 100 ㎡以上為對象)。

另外，因穩定小牛的價格相當重要，故藉由設置共同飼育中心等使品質穩定化。 

 

②豬肉：以畜產設施近代化及強化防疫體制等競爭力強化為中心。2012 年實施禁止畜產糞

尿流入海洋、減少糞尿、利用堆肥等轉換為環保型農業。而從 08 年起，開始設置 15 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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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資源化設施，進行肥料流通網的整頓。更進一步計畫透過優良養豬農家的網絡化建立品

牌(從 06 年的 51％到 17 年的 80％)、促進品種改良，引進具特殊配備的車輛及防疫機能、

廢止屠殺稅減輕養豬農家的負擔等。 

 

③酪農及其他：以飼料用作物生產降低成本、擴大開發乳製品及生產設施的資金補助、拓

展牛乳的消費市場、確保多樣化的乳牛等為其重點。而關於雞肉等其他家禽肉，推動透過

在飼育階段引進 HACCP，提高大眾對國產品的信賴度、肉類包裝流通的義務化、血統認定

書類發放、級別生產網絡化等，讓國產品與進口品區分化。 

 

園藝作物 

①水果：美韓 FTA 的影響相較於蔬菜及其他品項，對水果的影響更大。預算最大的其實是

朝鮮人蔘系列化事業(預算規模 6800 億韓元)，而緊接在後就是其他園藝作物品牌化(4200 億

韓元)，以及高級水果的生產設施近代化(3900 億韓元)等。美國水果競爭力十分依賴價格面，

而生產地分散的韓國想追在其後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除了生產出符合消費者需求多

樣化的高品質以外，沒有其他增加競爭力的路。競爭力強化的焦點擺在穩定的糖度及保有

酸味的體系化技術管理、選擇適合的作物、進行土壤管理、提高安全性信賴度的農藥散布

及其他藥品使用量最小化、出貨制度合理化等流通改善、貯藏設備效率化等。尤其是關於

品牌化方面，推動將品牌經營體從 2008 年的 11 處到 11 年後增為 27 處，17 年更為 30 處，

增加據點產地的流通中心。至於生產者團體所運用的據點產地流通中心，由國庫補助 30％、

地方費 20％，剩下為自費負擔，不過之後預定將提升國庫負擔到 40％、地方負擔 30％。特

別是在敏感品項橘子的母品牌(parent brand)育成及相關設施擴充方面給予協助。 

 

另一方面，由於水果生產者的高齡化及勞動力不足，在高品質化的同時，也需重視作業負

荷及生產性。故需協助如蘋果、梨子、桃子的密植化，橘子的多孔膜栽培(以多孔的塑膠膜

等覆蓋在地表)等生產方式轉換。 

 

②蔬菜：相較於水果全體以品質為中心的應對措施，由於蔬菜影響較小，主要著重在價格

競爭力強化、提升品質及市場營銷、維持供需的所得補償、促進農業歇業及作物轉換，並

依品項有不同的政策要求。首先是增加補助許多作物共通的生產、加工，到市場營銷的品

牌經營體，以及改善溫室設施與推動節能化等。然而，對於敏感性重要的蒜、蔥、辣椒等

辛香料，則特別重視在開發新品種作區分化、以機械化提升生產力、配置從生產地到消費

地的低溫流通體系(冷藏設備及冷藏車的補助等)。 

 

 



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17 

 

 

圖 5進口損失的補償措施 

 

表 8 高齡農家的經營轉移制度 

 現行 改善 

對象地區 振興地區的田 振興地區的田、旱田 

條件 農地出售條件 出售、退休出租同一單價 

申請年齡 63~69 歲 65~70歲 

支付期間 至 70 歲(最長 8 年) 至75歲(最長10年) 

 

支付金額 

 

支付上限2ha 

(出售)月 24.1 萬韓元/h (出售)一個月25萬韓元/ha 

(出租) 1 回 297.7 萬韓元/ha (退休出租) 一個月25萬韓元/ha 

實施期間 97 年~2013 年 於 FTA 生效後 5 年間，但經評估後必要時將延長 

 

5. 李明博選舉公約「建立富裕的農漁村」要點 

關於李明博政權的基本想法，在選舉公約中清晰可見，內容中也確認藉由 FTA 行結構改革之必

要性，其要點如下： 

① 增加直接補貼 

將直接支付預算擴大至全農業預算的 35％ (從 07 年 2 兆 1000 億韓元增加到 3 兆 5000 億韓

元)，設定稻米的目標價格，每 80kg 補助 17 萬韓元的所得，並推動肥料農藥的資材價格穩定

化。 

② 災害協助 

建立災害發生時先給予補助再日後精算的體制、擴大異常高溫等的災害認定範圍、擴大修復

費至營農活動再開始為止的修復費範圍、擴充農作物的災害保險等。 

③ 歇業漁民對策 

歇業協助從現行的 50％補助增加到 60％，自行負擔從 20％減少到 10％。導入水產物的認證

制度。 

④ 建立親環境型有機農業及高附加價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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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利用生物科技的親環境型有機農業與技術集約型農業、達成世界屈指可數的品種改良國

家、強化品牌力，擴大學校供餐、供應牛乳給北韓兒童。 

⑤ 農產品流通改革 

流通體系合理化、活用網路交易降低價格、引進生產履歴制度、建立地區密著型農協、魚協。 

⑥ 減輕農漁民負債 

凍結農家負債(以年間銷售額量約 36 兆韓元來說，約 48 兆韓元的負債)，藉著增加對農地銀

行的政府出資(5 年間 10 兆韓元)創設農地信託基金、導入負債攤還制度。 

⑦ 農機利用效率化 

創設「農機租借機構」，以農機械管理適當化等減輕機械負擔。 

⑧ 農地交易解除管制 

不只是農民，包括公共機關、農業團體、企業、都市居民的農地交易皆解除管制。藉由保證

農民財產權，促進土地產業利用、住宅用地利用。 

⑨ 建立農業企業 

建立年間達 1 兆韓元以上的出口企業 10 間以上、銷售額量 1000 億韓元以上的農業企業 100

間、農業部門的附加價值化、強化農民生活基礎。 

⑩ 農漁村人口對策 

促進實施創業教育、定居資金協助，經營諮詢補助、新技術教育等)、設置寄宿型公立學校、

將農漁村地區的大學據點化等，充實農漁民生活保障基礎、女性生活基礎等。 

 

四、 結語 

    美韓 FTA 的批准雖然非處於樂觀的情勢之下，但無論如何獲得協議本身的意義就很大。韓

國長久以來都是相當保護農水產業的國家，但由於農業關係及地方利益團體、壓力團體的連結較

弱，因此並不具有能反應出組織型敏感性的政治結構。另一方面，韓國貿易依賴度遠超過日本，

在積極地參與全球化的同時，國民也能拋開一部份理念的話，那麼在強力支持視為國家利益的自

由貿易體制建立這點上，將有明確的立場。自盧武鉉政權以來，經濟開發的方向是以新加坡及芬

蘭型的小國為志向，但從自給率及糧食安全保障的角度來看，仍是缺乏保護本國農業的議論，而

李明博政權今後將積極地展開 FTA 策略這點倒是正確的。 

    然而，在擁有五千萬人口的前提下，完全的小國模型也有其極限，經過美韓 FTA 的批准困

難及挫折，開始修正盧武鉉政權期的「FTA 原理主義」。一旦推動 FTA，就表示在農政正式市場

開放的時代中，應強化具備市場開放的競爭力是不可避免的，其方向為高附加價值化的這一點，

和日本十分相近。 

    關於國内對策内容亦可確認出是欲透過市場分配，集中生產機會成本相對較小的部門資源，

以改善農業部門的效率性。首先，透過歇業資金協助及經營轉讓直接支付制等，一面協助因進口

競爭造成收入減少、規模縮小的農家，以及歇業農家與高齡農家，並促進其退出農業。然後是縮

小非效率的農家數，藉由利用農地銀行的出租借等，將包含土地的生產要素集中在主業農上，企

圖推動結構改革。面對食品安全保障的問題，透過韓美 FTA，以提升農家生產性、改善糧食自給

率為優先，並一面考量提高自給率的成本效益，建立與美國的友好關係，確保穩定的糧食供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