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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農業現況及農業政策之方向(2010) 

 

韓國農業現況 

    2006 年韓國農業附加價值(產值)為 22 兆韓元，佔總附加價值的 2.9%，比

1995 年下滑了 2.6%。麥類、豆類及特用作物的耕地利用面積比例下降，果樹、

蔬菜、藷類的比例則是上升。農業人口方面，從 1990 到 2007 年間，50 歲以上

的農民所佔比例大幅提升，且農家戶數減少了 50 萬戶以上，顯示韓國農業人口

正快速高齡化與稀少化。耕地規模的變化，則是耕地未滿 0.5 公頃與 3 公頃以上

的農戶數增加(分別提高 12.5%與 4.5%)，耕地面積介於 0.5 至 3 公頃之間的農

戶數則減少了 16.9% (57.7 萬戶)。有農業繼承者的農戶數則從 19.7 萬戶減少至

4.5 萬戶。 

 

 

 

 

 

 

 

 

 

 

 

 

 

 

 

 

 

 

 

 

    2007 年韓國農林業生產毛額為 35.8 兆韓元，比 1990 年(18.5 兆)增加了近

一倍。生產額最高的依次為稻穀、畜產品、水果及蔬菜，其中種植水稻與飼養牲

 

表 1. 總附加價值與農業附加價值之比重變化 

 

表 2. 農家數量的變遷(依耕地規模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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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的農戶有擴大經營規模的趨勢，且設施蔬菜的栽培面積與產量皆有顯著增加。

農畜產品自給率方面(1990 至 2007 年)，糧食作物從 43.1%降到 27.2%，肉類

從 90.0%降到 71.5%，熱量自給率則從 62.5%降到 45.6%。農畜產品的貿易赤

字，從 30 億提高至 109 億韓元。農林畜產品主要出口項目為加工產品，佔 2006

年農林畜產品總出口額(23 億韓元)的 76.8%，主要出口國為日本(28.3%)、美國

(12.2%)、中國(11.3%)、俄羅斯(9%)。2006 年農林畜產品進口額為 133.3 億韓

元，主要進口的項目為穀類(15.9%)、牛肉(6.6%)、豬肉(5.8%)、水果(5.4%)，

主要進口國為美國(21.2%)、中國(16.5%)、澳洲(12.4%)，東南亞(11.8%)、歐洲

(11.3%)。 

 

 

 

 

 

 

 

 

 

 

 

 

 

 

 

 

 

 

 

表 3. 生產毛額前十名之農畜產品的變遷 

表 4. 農畜產品自給率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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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家經濟方面，根據 2007 年的調查顯示，農業所得、非農業收入、移轉所

得(包含非經常性所得)約各佔農民總所得的 1/3。經營花卉、畜產、果樹的農戶

有較高的收入，且農業依賴度(農業所得/農民所得)也相對較高。海外農業的拓展

則是聚焦在俄羅斯沿海、東南亞(印度、越南、柬埔寨)、中國(吉林省、山東省)、

蒙古等國，開發目的除了投資獲利之外，更著重於食品安全保障的議題，藉此穩

定國內糧食的供給。 

 

     

表 5. 農林畜水產品主要出口項目與出口國(2006) 

表 6. 農林畜水產品主要進口項目與進口國(2006) 

表 7. 農家經濟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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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韓國農業現況，農業耕地面積縮減，耕地利用率大幅下降，農業人口及

農家數急遽減少，且農業經營者普遍有高齡化與兼業化的趨勢，農民所得的增長

大部分來自非農業所得與移轉所得，且總所得與都市工作者所得的差距愈來愈大。

總體來說，現今的韓國農業是由從事花卉、畜產、果樹等高附加價值，擁有大規

模耕地與青壯年農業經營者所支持起來的。 

 

韓國農業政策的方向與策略 

農業觀 

1. 簽訂 FTA(自由貿易協定)已是無可避免之趨勢，但談判原則需堅持「先思考對

策再討論」的立場。 

2. 對受到衝擊的產業，透過「收入補償」與「擴大社會安全網」來解決農業經

營者的困擾。 

3. 朝高附加價值農業，著重產品流通與加工的二次化產業來邁進，且將農業投

資從產業投資轉移到人才投資上，培育優秀的農業人才。 

 

農政公約 

1. 減緩 FTA 衝擊：制定農民所得補償特別法，擴大農漁業災害補償範圍。 

2. 加強農業的高附加價值及競爭力：培育有機農業、改革流通結構、寬鬆農地

買賣限制、扶植農業企業、活絡農村觀光事業。 

表 8. 韓國主要企業進軍海外農業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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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除農民負債：減免利息與延長歸還時間、農業機械共同租賃。 

4. 加強農村福利：擴建福利設施、保障基礎建設。 

5. 農村教育：設立多樣化的高級學校。 

6. 保障食品安全：著重預防管理體系、推廣生產履歷(Traceability)、擴大標示

內容、統一食品安全管理流程。 

7. 擴大生質能源農產品的生產環境：推動減少溫室氣體的基本綜合計畫、擴大

栽培環境。 

    綜觀農政公約主要的發展方向，即為「保障食品安全與維護環境」、「提升農

業經營者的能力和意願，培育企業型農民」、「整頓農村生活環境，創造新生活」

這三大原則。這些觀念與日本「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的基本理念很多精神

是不謀而合的。 

 

農林水產業的策略 

1. 鼓勵大企業參與農業營運，透過共同合作活化整個農業，培育專業化經營的

農業企業。 

2. 致力食品及農產品的相關研發，將研發技術予以產業化。建立專門教育體系，

提供農民專業技術指導。 

3. 放寬農地在農業利用上的限制，廢止或放寬限制競爭因素，促進良性競爭。 

4. 集中培育出口導向農業，建立出口契約及生產計畫。 

5. 建立食品暨農產品特區，吸引民間企業參與。 

6. 賦予農業部門「低碳綠色成長」意識，提昇生態循環效率。 

7. 整頓農村基本生活，推動農村工業化與觀光農業化。 

8. 提昇具戰略價值穀物的自給自足能力，設定每年度海外戰略穀物的確保率。 

 

 

韓國農政課題的要點 

    透過各種統計分析闡明韓國農業現狀、韓國農業政策方針、農政公約內容、

實行政策之具體戰略，以及各方對現行政策的相關評價，並根據各方對農業政策

的批評與建議整理出幾個議題，其要點如下： 

(1) 大規模企業農家與零碎農地小農間的經濟差距日益擴大，應尋求更明確的解

決方案。 

(2) 農業政策方向是由少數大規模企業農家擔負起農業的主要推手，潛在問題的

風險管理政策需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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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農村多面向機能的發展應從農業生產資源基礎著手，並透過農業發展維繫農

村村民生計。 

(4) 推動出口農業，整頓與出口相關的國內制度及政策，探索韓國農業在國際競

爭下的生存策略。 

(5) 提升糧食自給率，制定保障食品安全的具體對策。 

(6) 與東亞地區各國建立互惠、協調的合作關係，相互提攜彼此的經濟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