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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稻作生產成本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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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農場經營規模過小，不利於一般低價格的穀物生產；此外，由於工商業發展迅速，

農業勞力不足及老化，工資高漲，生產成本逐年昇高，使農民收益相對降低；尤其近年我國

為突破對外貿易的障礙，正在積極籌備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在日後貿易

自由化的趨勢下，未來國內農民產品將面臨進口農產品的競爭。 

為符合糧食消費型態之改變，並提高稻作農家之收益，其發展策略可分為經濟手段，技

術手段及法律規章等三方面著手；就經濟手段面言如糧食平準基金之支應，收購稻穀價量及

確保糧食供需平衡等則應由農政主管機關研擬對策及計畫。就法令規章而言，政府應廢除耕

者有其田條例，現行農業發展條例對農地委託經營束縳之有關規定，使小農及兼業農將耕地

委託專業農經營，擴大受託者之經營規模，提高經營效率，提升專業稻農之獲利能力。因此

未來政府將必須考慮視耕地利用情形，適度調低稻米生產面積，並配合地區農業發展，調整

耕作制度，建立水旱田經營模式，以因應國際化自由化之需要。在技術手段方面應可由下列

各項措施提高稻作之生產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並提高稻農之收益： 

１．規畫最適稻作生產區段，調整水田耕作制度，全面推廣集團裁培。各農業區依其土壤，

灌概設施，水源等自然資源及氣候環境，應訂定並建議該區域內最適當之稻作栽培區域，

不但可提高其單位面積產量，且因集團栽培，對於相關之設施如育苗中心之營運，農機

之利用率等皆可發揮其最有利之功能，此一策略對於個別農戶將因單位面積收穫量之提

高及代耕服務業之順利營運而能獲利。 

同時規畫水旱輪作系統，土壤將因灌排與否及不同作物

對土壤微量元素之需求各異，使水旱作物因輪作可減少病蟲

害之為害及作物生長較佳等之優點，相對的減少病害防治費

用之支出並有提高產量之潛能而使稻作農戶獲利。花蓮縣在

稻田轉作政策未實施前之水稻種植面積每期作均在一萬二千

公頃左右，低產或易發生病害地區經逐年調整為改植雜糧、

蔬菜或花卉等作物；近年水稻種植面積則維持在６千公頃上

下，且主要栽培面積集中在最適稻作生產區段之玉里鎮及富

里鄉，該二鄉鎮之稻作面積約佔全縣稻作面積百分之八十，

近年在該區段經本場新品種示範之結果已推廌適宜該地栽培之

號。台梗６號、台梗８號等優良高產品種供稻農選用栽培。 

水稻新品種台梗２號、台梗４

２．降低水稻生產成本就栽培技術層面而言，如直播栽培、再生栽培、深層施肥、病蟲害經

濟防治、機械收穫乾燥等均有良好的成效；而其中績效最明顯的為再生栽培；再生栽培

可免除整地及育苗、種植等作業，連同其他改進措施，較現行插秧法降低生產成本可達

35％；在本縣採行再生栽培面積約有 180 公頃；惟再生栽培僅在二期作時顯現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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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期作而言，則建議採取直播栽培或插秧兼深層施肥之作業可有效的降低第一期作

之生產成本；八十二年一期作在玉里及富里二地區預定實施各 10公頃插秧兼深層施肥作

業之示範工作，期由結合各項降低成本之措施，稻農能有效的獲得實質降低成本之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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