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較其他國家，臺灣辦理農業保

險雖然起步較晚，但也因此可以掌握到各

國農業保險發展的趨勢。」長年投入農業

保險推廣與規劃的逢甲大學國際經營與貿

易學系專任教授楊明憲指出，目前美國、

中國大陸等農業大國都是以收入保險為

逢甲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專任教授楊明憲

汲取國外農業保險經驗
因地制宜貼近農民需求

攝影：吳尚鴻

主，而和臺灣條件相近的日本、韓國，也

都積極推展收入保險，這些國家的發展經

驗都值得臺灣參考。

日本農場收入保險

精準掌握農戶收入為最大挑戰

以日本為例，日本實施農業保險歷

史悠久，從1939年即開辦農作物保險至

今。楊明憲曾多次拜訪東京大學教授和農

林水產省官員，並參訪實施農業保險的農

業共濟組合，咸認過去針對單一作物、實

損實賠型保險只能涵蓋生產風險，無法應

對其他如價格波動等因素對收入帶來的風

險，而農民最在意的還是收入，因此，日

本在2019年開始推出收入保險的險種。

但為避免變相鼓勵農民種植特定農作物，

扭曲市場機制，日本的收入保險並非保障

單一特定品項，而是農場收入保險，也就

是不管農民耕種什麼作物，以農場整體從

事農業所得總收入作為保障標的。

楊明憲指出，日本之所以可以推出

農場收入保險，主要關鍵即是日本的農民

原本就需要報稅；日本的報稅系統分為兩

種，一是稱為白色申報的簡易型，另一是

內容符合會計準則，包含資產、負債、

損益等資料較完整的藍色申報。辦理農

場收入保險需要精準掌握農戶收入，因此

目前只開放藍色申報的農戶才有投保資

格，保險需要的資料都可以由農戶報稅內

容勾稽。農場收入保險可提供農民更多收

入上的保障，但臺灣自力耕作的農民不需

報稅，故而目前難以實施，不過，報稅不

等於要繳稅，制度上可以透過免稅額的設

計，低於免稅額的農民只需報稅，無須繳

稅，如此一來，政府可以透過報稅資料了

解農民的收入狀況，以開辦更多能保障收

入的險種。

學習韓國彈性做法

用市場批發價與個別產量推估

另一個值得借鏡的是韓國，韓國在

2001年開始實施農業保險，2015年導入

針對農作物的收入保險，納入品項從一開

始的5項、7項，至今已達9項。韓國和臺

灣相同之處在於，韓國農民不用報稅，農

保相關單位同樣認為只有辦理收入保險，

才能直接保障農民收入。既然無法透過報

稅資料掌握農民的實際收入，所以韓國使

用的是間接資料，也就是用市場批發價格

及農民個別產量來推估農民的收入；為了

調查個別農場產量以及勘損，更培訓超過

1萬名以上人員。

臺灣因為無法得知農民的個別產

量，使用的是農糧署農情調查發布的當地

文／蔡宛蓁 財團法人豐年社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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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區域產量來推估農民的收入。楊明憲

強調，臺灣使用區域產量有其優點，因為

是公部門發布的數字，故有一定的公信

力，也可以避免有心人為了獲得理賠而產

生道德危險。但農情調查只是用來概估各

鄉鎮農作物生產的狀況，並非為了保險，

不涉及金錢利益，問題不大；一旦和保險

掛勾，常有農民對調查結果提出質疑，認

為區域產量無法反映出個人損失而無法獲

得理賠。

關於個人產量和區域產量之間的落

差帶來的基差風險，楊明憲建議，未來農

情調查應擴大調查的樣本數及代表性，可

能需要涵蓋到鄉鎮不同的地段、區域，以

及栽培管理模式，包括慣行、有機、友善

的耕種方式；或者也可以讓農民額外加保

個人產量的附加險，只有加保附加險的農

民才調查其個別產量，在人力需求上相對

也較低。但無論採用何種保險，避免道德

危險、提高個別產量調查的正確性、減少

基差風險的爭議，是在實施保險的過程中

需持續努力，因此，從長期發展的角度，

勢必要積極培訓大量人才。

由農會集資成立產險公司

彈性應對農民需求

楊明憲提出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課

題，為商業保險與政策保險的選擇。臺

灣目前是商業保險與政策型保險雙軌並

行，但日韓都不是採取商業保險，日本

由農業共濟協會辦理農業保險，韓國則

是由農協成立了農協產險公司。比起商

業保險公司，農協產險公司更能貼近農

民需求，以臺灣目前的經驗，農民常會

反映商業型保險的保單比較沒有彈性，

起賠標準和賠付率常常不如期望，也較

少聽取農民意見進行調整。現行的政策

型保單則會逐年檢討、進行滾動式修正

精進，有些農作物目前沒有保險或只有

商業型保險，農民也期待政府開辦政策

型保險。因此，集結農會成立農金產險

公司可能是最有效的方式。

成立產險公司也可以賦予農會更完

整的保險人角色。楊明憲進一步說明，

目前政策型保單雖然由政府主導，農會

擔任保險人，但農會多半只做到代辦的

角色。一般保險的保險人會有自留風

險，有可能虧損，但也有可能獲利，為

了獲利與避免虧損，在保險的推動與核

保確認都會比較積極且詳實，但目前的

情況是風險由政府或農險基金承擔，農

會也只收取少許的業務費用，雖然有些

農會熱心推廣，辦理說明會等，畢竟不

可能比照商業保險業務員會主動、一一

拜訪客戶。

「由農會集資成立產險公司，就會

是完整的保險人角色，承擔自留風險，

就會更有動力推廣農業保險。」楊明憲
資料來源：Shutterstock

楊明憲指出，由農會集資成立產險公司，可賦予農

會更完整的保險人角色。攝影：吳尚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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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成立產險公司只需要新臺幣20億

元資本，門檻比成立銀行的200億元來

得低，具可行性。若全國農業金庫成立

農金產險公司，農業金庫就不僅是銀行

的角色，而是金控集團，產險公司是屬

於農業金庫集團的一環；成為金控集團

後，可以辦理的就不只是農業保險，還

包括意外險、車險、火險都能辦理，韓

國農協不只成立產險公司，也成立壽險

公司，甚至還有證券部門，完全是以商

業模式在運作。再加上農會也比民間保

險公司更願意配合政府的政策，精進調

整各項保險，能夠更有彈性應對農民的

需求。

將農業保險視為政策工具

而非單純的金錢補償

參考國外經驗固然有幫助，但實施

農業保險更重要的是因地制宜、與時俱

進。舉例來說，歐洲實施農業保險歷史

悠久，從18世紀開始至今已有200年，但

都只有實施冰雹險的單一險。楊明憲在

113年4月時拜訪德國，剛好遇到冰雹，

親眼見到冰雹對農作物的威脅，印象非

常深刻。近年因氣候變遷日益加劇，歐

洲也開始開辦其他險種，如暴雨險、乾

旱險，農民可以選擇是否加購這些保險

組合。臺灣同樣也面臨氣候變遷的挑

戰，過去主要的災害是颱風，但這幾年

的乾旱、暴雨，也都造成農損災情，都

是需要積極規劃因應的課題。

對於臺灣農業保險未來發展，楊明

憲認為不管是政府或農民，都應該改變

想法，比如保險和天災救助之間常存在

著競爭關係，有些人可能覺得有天災救

助就不需要保險。各國政府都希望照顧

農民，要如何在不影響農民權益的情況

下，調整既有的政策，值得各界一起努

力。

楊明憲建議，政府應該將農業保險

視為政策工具，而非單純的金錢補償，

這部分或可參考日韓做法，例如開辦農

場收入保險，可仿效日本要求農民報

稅，有了農民申報的資料，政府可以有

效掌握農民收入狀況，日後任何對於農

民的補貼政策就能夠更精確，施政更有

效率，避免支出重複，也可減輕政府的

財政負擔；又或者執行農情調查時希望

擴大樣本的數量和代表性，這些資料也

可以作為產銷調節及政策制定的依據。

面對未來更多樣化的天災與市場波

動，農民也應了解可能面臨的風險，主

動採取因應措施，除了栽培管理方法的

改變，也要投保，投保就跟購買肥料、

資材一樣，是必要的成本。楊明憲再次

強調，「保險不能只被看成保險，更是

一種政策工具，讓保險與其他政策相結

合，才能面對各種風險，保障從事農業

的穩定收入。」

攝影：吳尚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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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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