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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糧食作物生產與糧食安全 
 

●鄭隨和／前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場長 

 
 
 

  水稻及雜糧作物為台灣的主要糧食作物。自1949年政府退守台灣後，為充裕軍糈民

糧，在農復會（JCRR）的協助下，全面增產糧食作物。並自1974年起實施稻穀保價收購

政策，藉以掌握糧源、穩定糧價、確保糧食安全及提高農民所得。本引言概述水稻及雜

糧作物生產之演變及與糧食安全之關聯。 

壹、稻米生產 

  稻米為台灣人民的主食，水稻為栽培面積最大的單項作物，1950～1970年代為稻作

面積的高峰期，約在75萬至79萬公頃，糙米產量則以1976年的271.3萬公噸最高。自1981

年起，稻作面積雖逐年下降，迄1991年，已自66.9萬公頃降至42.9萬公頃，但因水稻品種

及栽培技術的改良，每公頃產量大幅度提高，1981～1991年糙米產量仍維持在180萬公噸

以上。台灣水稻新品種的育成及栽培技術改進成效卓著，已使水稻單位面積生產力成倍

數增加，比較2012年與1946年之平均單位面積產量（糙米），增加3.3倍。在栽培技術改

進方面，尤其是機械化栽培技術的改良與推廣及代耕服務（包括機械整地、插秧、收

穫、乾燥等顧客服務）的輔導，使水稻機械化栽培程度高達90％以上。同時為配合機械

插秧，自1973年輔導農民設置水稻育苗中心，1986年曾多達一千一百四十餘處，供應面

積達30多萬公頃1，惟因稻田轉作及後續計畫的實施，稻作面積大幅減少，2002年已降至

七百餘處。 

貳、雜糧作物生產 

  雜糧作物隨著時空環境及市場需求的變化，其主要用途除供為糧食、飼料、製粉、

榨油、釀酒、食品加工外，近年已擴及保健產品、生物能源等。雜糧作物種類繁多，包

括甘藷、落花生、飼料玉米、食用玉米、大豆、毛豆、高粱、紅豆、綠豆、胡麻、小

麥、大麥、燕麥、小米、油菜、樹薯、蠶豆、薏苡、蕎麥、山藥、向日葵、豌豆、菜豆

及米豆等二十餘種。1945～1960年代重要雜糧作物為甘藷、落花生、大豆、小麥、油

菜、樹薯、玉米、胡麻、小米、蠶豆、綠豆及高粱等。1950～1960年代為台灣雜糧作物

栽培面積之高峰期，1961年已達44萬公頃，總生產量340萬公噸，較稻米總產量211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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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高出129萬公噸。1964年更超過50萬公頃，其中甘藷栽培面積曾高達24萬公頃，落花生

亦達10萬公頃2。 

  嗣後由於人口增加及畜牧業迅速發展，雜糧需求量驟增，1964年由國外進口大宗穀

物（粗穀類，即雜糧）41萬餘公噸後，進口量逐年大幅爬升，1980年已達502萬餘公噸

3，1995年為最大進口量達1,032.8萬公噸，迄2012年仍進口823.1萬公噸。自從國外大宗穀

物大量進口後，國產雜糧作物生產大幅衰退，1980年之栽培面積已大幅減少至22萬公

頃，其中以甘藷自12萬餘公頃下降至6萬餘公頃為最。1984年推行「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

計畫」，實施保價收購玉米、高粱及大豆，但推廣面積有限（1988年三種作物最高面積

合計約10萬公頃），至1996年雜糧作物面積已降為15萬餘公頃，2000年再大幅降為約8.9

萬公頃。2002年我國加入WTO後，迄2012年雜糧作物面積更銳減至5.8萬公頃，而落花

生、食用玉米、甘藷、紅豆等為較大宗雜糧作物4。 

  在雜糧作物產業發展與改進歷程中，較具績效的是新品種育成與推廣及栽培技術的

改進，單位面積生產力已成倍數增加。比較2010年與1950年五種雜糧作物之單位面積產

量，落花生增加4.5倍，甘藷增加2.3倍，飼料玉米增加4.6倍，大豆增加2.9倍，高粱則大

增8.7倍5。在栽培技術改進方面，機械播種、作畦栽培、機械收穫等機械化栽培技術及相

關機械的研發成功6，同時，政府自1981年至1992年共輔導設立四百二十六處雜糧農機代

耕中心7，對解決農村勞力缺乏及老化問題、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業競爭力及增加農民

收益，以及促進作物生產大型農業機械化，裨益良多，惟自推行稻田轉作計畫及大宗穀

物繼續大量進口以來，雜糧作物生產大幅萎縮，致雜糧農機代耕中心亦大幅減少。  

參、推行「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計畫及後續計畫」 

  在實施稻穀保價收購政策後，稻米產量（糙米）於1976年達最高峰，為271.3萬公

噸，1976～1983年糙米產量約為237.5～271.3萬公噸，生產過剩問題浮現，為紓解稻米保

價收購之庫存與倉容壓力及財政負荷，政府於1984年推行「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計

畫」，為期六年，期以轉作及休耕措施降低稻作面積，減少稻米供應。在計畫推動前，

以1981年為例，稻作面積為66.8萬公頃，產量（糙米）為237.5萬公噸，每人每年稻米消

費量為99.7公斤，而稻田轉作及後續計畫，包括「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及後續與延續計

畫（十三年）」、「水旱田利用調整及後續計畫（十六年）」，實施二十九年後，以

2012年為例，稻作面積確已減為26萬公頃，產量（糙米）已下降至136.8萬公噸，且每人

每年稻米消費量亦大幅降低為45.6公斤，已低於1981年的一半。唯一大幅增加的是稻田

休耕面積，高達20餘萬公頃。 

肆、實施「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中程（102～105年）計畫」 

  長期推行稻田轉作及後續計畫，農地休耕面積大幅增加，自1984年的5,700公頃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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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2003年已接近20萬公頃，2004年更近24萬公頃8，迄今仍高達20餘萬公頃，如此大

面積的休耕農地多年來放任長草、生蟲、藏老鼠等，不但浪費農地資源且影響農業生產

及農村生活環境，早為各方所詬病。政府乃自2013年實施「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中程

（102～105年）計畫」，此計畫係為活化休耕農地，立意良好，惟獎勵種植進口替代作

物及地方特產作物大部分為土地利用型的雜糧作物，但因雜糧作物產業早已沒落，加上

此計畫在實施前之準備期短，只能以現有將就，因此獎勵種植之雜糧作物所需之適當品

種、種子等供應及農機代耕等周邊技術服務，在短時間內會遭遇到困難。就長遠的農地

利用而言，政府仍須重視土地利用型的糧食作物的產銷輔導及科技的研發工作。 

伍、小麥對稻米之替代性與糧食自給率 

  國外大量的小麥進口，對稻米是有替代性的，五十年來長期進口小麥供製麵粉加工

食品，使得國人原以米食為主之膳食習慣逐漸傾向麵食。自1964年開始進口大宗穀物以

來，迄2012年，小麥進口量已達136.2萬公噸，每人每年小麥消費量高達35.7公斤，約佔

每人每年穀類消費量的42％，長此以往，再五十年後，麵食文化將有可能取代傳統米食

文化為主食。由於每人每年稻米消費量逐年下降，小麥消費量則增加，導致糧食自給率

逐年下降，迄2012年以熱量計算之糧食自給率為32.7％，低於2011年的33.9％。此種情勢

若不思扭轉，影響層面除糧食安全及飲食文化外，亦涉及休耕農地利用、作物產業發

展、農業環境、農村經濟等。 

陸、每人每年稻米消費量與休耕農地利用 

  國產稻米仍以供為國人主食為主，由於糙米每公噸生產成本偏高，2011年近新台幣

21,788元／公噸，約726美元／公噸，已高於同年期泰國二級白米之外銷價格，565美元

／公噸9，除了少數高價位高品質良質米外，一般不具國際競爭力。因此，若能鼓勵國人

多吃國產米食，則可提高每人每年稻米消費量及糧食自給率，若每人每年稻米消費量增

加1公斤，以2012年稻作平均每公頃糙米產量5,247公斤估算，則約需增加4,383公頃稻作

面積，對休耕農地的利用，甚有助益 ，反之，又是個惡性循環。因此政府有必要成立專

案計畫全面推廣國產米食，鼓勵國人多吃米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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