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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壹、前言

我國農業保險法於民國109年5月12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同年5月27日

總統公布，依據第12條規定，主管機關

應建立危險分散與管理機制，並成立財

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 （以下簡稱農險基

金）負責執行，作為農業保險中樞機構，

除推動農業保險外，將各產險公司不同品

項、不同型態保單之危險，廣納於農險基

金，達成危險分散之作用，以健全農業保

險制度，促進農業永續發展。

農險基金自110年7月1日配合農業保

險合格勘損人員管理辦法施行及因應農業

保險勘損實務需求，辦理農業保險勘損人

員訓練之任務，自承接以來積極與各農產

業機關合作，開設相關勘損人力專業訓練

課程，提供專業的勘損實務知識與經驗，

減少保險人因災損定損與農民間的認知衝

突。

梨作物為高經濟、高風險、高成本

之作物，希望以此文分享梨產業發展、梨

作物保險種類、實損實賠型梨作物保險投

保理賠，並回顧勘損人員訓練之成果及未

來展望，作為未來開發實損實賠型保險之

重要參考或研究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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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梨產業概況

臺灣梨產業依照發展時間及品種可

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最早期的低需冷性

梨種，植株栽種於低海拔地區，品種包含

橫山梨、臺農1~3號及臺中1~3號等；第二

類為高需冷性梨種，主要栽種於梨山等高

海拔地區，品種包含新世紀梨、新興梨

等；第三類為高接梨，又稱寄接梨，此類

梨種主要是以高需冷性之梨穗（豐水梨、

新興梨及幸水梨等）嫁接於低需冷性之母

株（橫山梨、鳥梨等）。

一、梨發展時間及主要種類

臺灣最早的梨種為原生種常綠梨，

又名鳥梨、仙楂，通常用於製作蜜餞或糖

葫蘆。臺灣於民國前21年由中國大陸華

南地區引進低海拔品系梨種，包含橫山

梨、四季梨及黃皮梨等；47年隨著中部

東西貫公路開通，在梨山地區引進日本高

海拔溫帶梨種新世紀梨；65年張榕生於

臺中東勢鎮開發嫁接技術，透過嫁接高需

冷性梨穗於低需冷性之母株，打破種植海

拔之限制；在77年政府開始引進日本幸

水梨、豐水梨之梨穗進行高接梨栽培，並

在81年至94年陸續透過雜交實驗，依序

研發出臺農1號（明福梨）、臺農種苗2

號（蜜雪梨）、臺農3號（玉金香梨）、

臺中1號（福來梨）、臺中2號（晶圓

臺灣最早的原生種常綠梨，又名鳥梨、仙楂。攝影：黃

徹源

1890 年引進低海拔品系梨種，橫山梨。攝影：黃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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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梨產業現況

（一）人力流失導致種植面積減少

依據農業部農糧署農情報告資源

網資料，111年全臺各地區種植梨作面

積比例，以臺中市占67.6％、苗栗縣占

24.2％、新竹縣占2.7％，為前三大地

區。由於受到氣候及地域性限制，梨作

種植區域94.5％集中在臺中以北（如圖

1）。

然而，臺灣梨產業從101年種植面積

5,889公頃逐年下降，到111年種植面積

資料來源：農業部農糧署農情報告資源網

臺中市 嘉義縣苗栗縣 宜蘭縣新竹縣 彰化縣 其他

圖 1、111 年各地區種植梨作面積（占全臺比例）

梨）及臺中3號（晶翠梨）。

在106年、107年由苗栗縣卓蘭鎮的

劉申權，依序取得寶島晶新梨及寶島甘露

梨的植物品種核准。寶島甘露梨是臺中2

號（晶圓梨）與新興梨配種而成，成為臺

灣的高接梨穗的另一種新選擇。由於臺灣

梨農研發甘露梨，促使當嫁接期間發生寒

害造成進口梨穗發育不良時，還可以甘露

梨梨穗來補充損失的梨穗數量，因此甘露

梨梨穗優勢逐漸取代進口梨穗，使甘露梨

產量位居全國最高。

臺中市
67.6％

苗栗縣
24.2％

新竹縣
2.7％

嘉義縣
1.6％

宜蘭縣
1.1％

彰化縣
1％

其他
1.8％

種植面積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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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4,945公頃，減少950公頃，減少率為

16％，種植面積有逐年下降的趨勢。

對照99年種植戶數7,010戶，104年

種植戶數降至5,751戶，109年種植戶數

降至4,997戶，兩者變化存在正相關性

（如圖2、圖3）。

經訪談梨農林昌煥表示，種植梨作面

積逐年減少其最主要原因為梨產業從業人

口老化，其第二代沒有繼續留在梨產業。

無人照料的梨園因缺乏完善的管理，不出

幾年梨樹將會死亡，梨產業人力流失，已

直接影響這個產業未來的發展與延續。 

圖 2、101 年至 111 年種植面積與結實面積
資料來源：農業部農糧署農情報告資源網

4,500.0

4,800.0

5,100.0

5,400.0

5,700.0

6,000.0

（公頃）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種植面積 5,889.0   5,786.1   5,574.6    5,465.0   5,396.3   5,320.5    5,275.1   5,196.9   5,044.4   5,000.3    4,947.0

結實面積 5,853.8   5,770.2   5,561.8    5,453.9   5,394.8   5,317.2    5,273.5   5,191.8   5,038.5   4,994.2    4,939.9

種植面積 結實面積

圖 3、94年至 109 年梨種植戶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農林漁牧業普查

戶數

4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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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8000

94 99

7,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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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管理照顧的梨園普遍荒廢雜草叢生。攝影：黃徹源

梨園放任荒廢或種植短期作物（例如絲瓜等）。攝影：黃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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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量易受天然災害影響

依據農情調查分析101年至111年梨

作總產量，總產量介於最大值137,911公

噸與最小值91,032公噸之間，波動幅度無

規則性；對照每公頃的收穫量，收穫量

介於最大值24,192公斤與最小值17,534公

斤之間，其中102年為18,908公斤，108

年為17,534公斤。然而，於102年、105

年及108年產量數據有明顯的下滑，主要

是受到102年4月霪雨及311大地震造成

圖 5、101 年至 111 年總產量
資料來源：農業部農糧署農情報告資源網

總產量

總產量 137,911   109,105  134,549   127,016   111,424   117,694   118,649   91,032   101,450   102,244    99,171

-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40,000

120,000

（公噸）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圖 4、101 年至 111 年每公頃收穫量
資料來源：農業部農糧署農情報告資源網

收穫量 23.56      18.91      24.19      23.29     20.65     22.14       22.50      17.53     20.14      20.47      20.08

收穫量

-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公噸）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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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穗產地（日本）出

口量下降；105年1

月受到霸王級寒流；

108年受到1月旱災及

低溫，造成產量減少

（如圖4、圖5）。

另從農業部農業

統計資料可看出101

年至112年之間，各

災 害 影 響 的 梨 作 數

量 及 損 失 價 值 。 其

中，低溫（37％）、

寒流（33％）影響的梨作數量最多，

其次依序遞減分別為颱風（14％）、旱

災（8.22％）、雨害（8.20％）、強風

圖 6、101 年至 111 年受災梨作數量
資料來源：農業部農業統計資料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7,000.00

8,000.00

9,000.00

（公噸）

-
低溫 寒流 雨害 水災 旱災 強風 颱風

37％

33％

8.20％

0.003％

8.22％

0.14％

14％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豐年社（攝影：寶島甘露梨育種人劉申權）

（0.14％）及水災（0.003％）（如圖6）。

以觀察105年氣候情形，發現在105

年1月有兩次寒流，梨山地區最低溫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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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負2度，造成梨產業占當年總災害損失

54.12％，當年再遇到颱風及霪雨造成嚴重

損害，從氣候災害事件可知梨產業容易受到

天然災害的影響，如寒流、霪雨、颱風、乾

旱等皆為主要致災原因（如圖7、圖8）。

（三）高成本、高經濟及高風險

1.�高成本：梨產業的生產費用，依據農糧

圖 8、105 年災損價值（依災害別）
資料來源：農業部農業統計資料

（新台幣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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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7

516.7

31.5 20.5 0.2 7.1

圖 7、105 年受災數量（依災害別）
資料來源：農業部農業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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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01 年至 111 年主要產地生產費用
資料來源：農業部農糧署農產品生產成本調查系統年報資料

平均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市 嘉義縣

平均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市

嘉義縣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40.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新臺幣萬元）

79.02

62.45

80.07

79.57

76.59

72.81

47.23

75.62

73.20

66.07

75.11

59.19

79.17

74.52

70.18

81.63

59.48

84.87

81.72

71.60

81.66

58.36

82.15

82.50

79.81

77.46

61.05

79.50

77.73

70.65

77.53

58.99

80.05

77.70

68.48

80.92

57.76

84.36

80.92

71.62

74.49

55.80

76.03

75.04

70.91

82.43

58.73

85.69

82.63

71.29

92.28

55.75

89.40

95.10

80.73

署的產業調查從101年每公頃生產費用

約79萬元，平均產量約23,886公斤。

近幾年因人力成本、物價上漲等因素，

111年每公頃生產費用是92.2萬元，平

均產量約20,628公斤。與111年同期相

關農產業生產成本，如水蜜桃的每公

頃生產費用為64.4萬元、平均產量約為

6,682公斤；柑橘類（橘柑、茂谷柑、

檸檬、葡萄柚、金柑）的每公頃平均

生產費用為40.6萬元，平均產量約為

20,696公斤。相較之下，梨類生產成本

屬於較高（如圖9）。

2.�高經濟：臺灣梨產業會面臨的生產風

險，從農糧署農情調查種植梨每公頃平

均損益，從101年至111年每公頃淨所

得為47.9萬元至136.3萬元之間，去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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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01 年至 111 年受災價值
資料來源：農業部農業統計資料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

10,000

5,000

15,000

20,000

25,000

（新臺幣萬元）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圖 11、101 年至 111 年受災數量
資料來源：農業部農業統計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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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

圖 10、101 年至 111 年主要產地平均損益
註：損益（Surplus or Deficit）= 主產物價值＋副產物價值－生產費用總計

資料來源：農業部農糧署農產品生產成本調查系統年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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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極低值平均值為74.3萬元，在正常條

件下種植梨估計一年每公頃淨所得為

74.3萬元（如圖10）。

3.�高風險：據上面平均損益時間線圖，發

現111年平均損益與其他年份相比有明

顯的差距，比對各年度受災數量及天災

損失金額，主因為111年受到天然災害

的影響較低，故其損益相較以往年份有

大幅的提升（如圖11、圖12）。

綜上所述，得知梨作物是為高經

濟、高成本，亦是高風險之作物，若發生

寒害造成梨穗發育不良，梨農必須花費成

本再翻刀嫁接新的梨穗，以確保當年度產

量，增加種植成本。過程中還有生長期容

易面臨霪雨、豪雨，造成小果、中果受

損，或是接近收成期遭遇颱風，會造成落

果情況，進而影響整體收成數量，投保梨

保險可填補梨農災損風險。

參、實損實賠型梨作物保險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日趨嚴重，臺灣

因地理位置關係，氣候型態複雜，更容易遭

受天然災害的侵擾。為分散農民因天然災

害發生而產生的農業經營風險，安定農民

收入，農業部與保險公司合作，於104年先

以具高經濟價值的高接梨作為試辦保險，

採商業型保險模式，成為臺灣第一種農作

物保險商品，開啟農業保險新紀元。

試辦時期的高接梨保險，僅包含政

府災助連結型及實損實賠型兩種類型保

單，並以高接梨果實及高接梨穗為承保標

的物，試辦地區限於臺中市、苗栗縣、新

竹縣、嘉義縣及宜蘭縣五個縣市。經過幾

年的滾動式更新及修正，除上述兩種保單

類型，也增加氣象參數型保險，梨作物保

險承保標的物不限於高接梨，亦包含非高

接梨，投保區域也已擴充至全國，各地梨

農都可以進行投保。

由於本文主係探討梨產業及實損實

賠型梨保險勘損人力訓練，故後續內容會

特別介紹實損實賠型梨保險之商品內容、

投保和理賠情形，並分享勘損人力訓練內

容、勘損方式及實際作業面之執行方式。

一、保險內容

包含主保險及附加保險，主保險主

要承保颱風及豪雨，須依據實際災損情形

賠付，並由專業勘損人員進行現地損失認

定；附加保險則是承保梨穗寒害（僅高接

梨適用），理賠方式同政府災助連結型。

有關現地勘損抽樣方式，係保險公

司將產區依據縣市、鄉鎮區分為數個區

域，當災害發生通報後，保險公司將隨

機抽樣各區投保面積（公頃）之10％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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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勘損並計算平均損害程度，若災損程

度達啟賠點時（災損程度小於5％不予理

賠），則適用於該區所有出險的被保險

人，保險公司即會依保險契約之約定進行

理賠。

（一）投保期間

1.�高接梨：保單公告約9月初至11月底

（梨穗嫁接前）。

2.�非高接梨：保單公告約9月初至隔年3月

底（萌芽開花前）。

（二）保險期間

1.�萌芽開花期或梨穗嫁接期至當期果實熟

成採收期，最晚至10月31日止。

2.�針對高接梨穗寒害，保險期間自11月1

攝影：吳尚鴻

日至隔年3月15日止。

（三）承保事故

1.�颱風：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就臺灣地區發

布陸上警報，實視為一次事故發生；若

陸上警報解除後，再度發布陸上警報則

視為另一次事故發生。

2.�豪雨：豪雨事故係指24小時內累積雨量

達200毫米以上，或3小時內累積雨量達

100毫米以上之降雨現象。

3.�寒害（附險）：自投保當年11月1日起

至隔年3月15日止，高接梨穗因低溫

（溫度達15℃以下）造成之傷害。

（四）承保標的物

承保標的物依品種分類可分為高接

梨及非高接梨兩類，高接梨可投保事故項

目有颱風、豪雨及寒害（高接梨穗）等三

項；非高接梨可投保事故項目則為颱風及

豪雨等兩類。

二、投保及理賠概況

農業部自104年推動試辦農業保險以

來，目前已開辦27種品項、43張保單，惟

多數保險商品性質屬連結氣象指數、區域

收入或收穫型之保險商品，即毋須進行實

地勘損，而係依據外部氣象統計或農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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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統計結果進行理賠。雖然實損實賠型梨

保單於人力勘損耗費之成本較高，但農民

對其信服力較高，爭議性最少。

（一）主要投保區域

臺灣梨作種植地區大多集中於臺中

市及苗栗縣，兩者加起來即占全臺九成

之比例，故投保地區多集中臺中市及苗

栗縣，參考111年各地區投保面積，總

投保面積為285公頃，其中臺中市占整

體98%，苗栗縣占2％，其餘縣市未投保

（如圖13）。

（二）歷年投保及理賠數據分析

參考往年投保數據可發現，自104年

圖 14、104 年至 111 年投保面積
資料來源：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投保面積（公頃） 移動平均（投保面積／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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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11 年主要產區投保面積
資料來源：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苗栗縣

2％

98％

開辦統計至111年，農民投保面積有逐年

上升的趨勢，惟111年有稍微下降的趨勢

（如圖14）。評估造成投保面積逐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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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可能原因為梨保險開賣年隔年（105

年）之後陸續發生梨的災損（平均自101

年至111年，每年受災侵擾次數為4.55

次；105年至111年，每年受災侵擾次數

為5.14次），喚起農民投保分散風險之意

識，且由於梨保險處於置入期，除110年

外，皆有獲得理賠，使梨農的投保意願上

升、投保面積逐年增加（如表1）。

表 2、日本勘損各單位責任及標準作業流程

主管機關 勘損人員 勘損訓練 勘損作業流程

農林水產省，負

責審查損失評價

報告，並認定損

失金額。

由農業共濟組合 

（保險人組成）

委派專業 農戶三

人一組。

勘損人員隸屬農

業共濟組合，大

多是村鎮選出之

專業農民代表，

未特別訂定培訓

認證機制。          

1. 農業共濟組合委派勘損人員至受

損農地進行區域交叉勘損，採多

數決決定，確認災損程度後，向

損失評價委員會報告。

2. 損失評價委員會抽樣調查及實際測

量，做成初次損失評價報告，由共濟

組合報送給農林水產省。

3. 農林水產省對初次損失評價報告考核

認定後決定損失金額。

表 1、歷年投保辦理概況

資料來源：農業部農業金融署、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 投保件數
投保率

（投保面積／可保面積）

賠付率

（理賠金額／保費收入）�

104 89 0.93％ 145.30％

105 169 2.58％ 151.54％

106 156 2.83％ 4.29％

107 200 3.44％ 294.02％

108 311 5.50％ 21.94％

109 357 5.96％ 176.34％

110 433 7.46％ 0.00％

111 324 5.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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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日本農業保險勘損經驗分享

農險基金於112年7月4日至8日前往日

本進行為期五天之農業保險考察，並特別

參訪琦玉縣農業共濟組合，了解其農業保

險制度及農業勘損模式，以作為我國未來

勘損制度精進之參考（如表2）。

日本現行之勘損制度，大致流程是由專

業農戶三人為一組擔任損害評鑑員，一旦發

生災害，便即時進行實地損失調查，採區域

交叉勘損，勘損結果以多數決決定後回報給

損失評價委員會。損失評價委員會會對異常

案例抽樣調查並有覆核機制，並提供初次損

失評價報告給共濟組合。共濟組合收到初次

損失評價報告後，會報送至農林水產省，農

林水產省再與該區域損失調查互為比對確認

專業培訓梨保險法規及實務課程。攝影：洪彩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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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金額，因此一般勘損後約三個月，受損農

民可得賠付款。在此勘損機制下，受損農民對

勘損結果少有爭議，且勘損人員基本上會是

聘請其他地區的農民擔任，以避免道德風險

（如圖15）。

琦玉縣農業共濟組合表示災害規模小

時，其現有人力還可負荷。但大災事故發

生時，勘損人力不足仍然是一大挑戰，需

調度其他地區共濟組合之人力以協助支援

勘損作業。

圖 15、日本勘損 SOP 流程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調查地區（被害耕地）

②農民申告抽樣調查及書面調查資料

農業共濟組合

農林水產省

損失評價委員會

③抽樣調查

⑥審查

④�與損失評價委員會協商後
初步確定損失賠償金額 ⑧�最終認定損失評價委員會

報告；或諮詢損失評價委
員會並重新申請認定

⑨
每
單
位
耕
地
損
失
金
額
認
定

⑦
損
失
金
額
認
定

⑤
初
步
損
失
評
估
報
告諮詢

報告

①損害通知

組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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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共濟組合勘損制度扮演調派

與執行之重要角色，由於共濟組合需承擔

部分風險，形成保險理賠損失控管核心任

務，並依農林水產省訂定SOP落實勘損。

專業農戶受聘為勘損人員，且採多數決認

定勘損結果，並有損失評價委員會把關，

勘損結果較具權威性少有爭端，農林水產

省再依整體損失交叉比對，整體勘損制度

運作佳。

日本現行勘損方式值得我國學習效

法，相較我國現行勘損人力訓練及人才訓

練尚在起步階段，若能聘雇當地專業梨

農，經培訓取得證書，並組成勘損小組進

行交叉勘損以提高勘損效能，可作為後續

政策精進做法之參考。

伍、勘損訓練機會與挑戰

由於天然災害而產生災損的樣態有

許多種，如花蕾無法正常抽出小花或開花

後著果失敗、果實裂果、落果等，勘損人

員必須能專業地判斷災損原因，排除人為

因素，並提供其專業見解，方能使農民信

服災損認定結果，避免後續的理賠爭議。

因此於實損實賠型保單試辦初期，

考量商業保險公司缺乏農業專業勘災所需

人力及經驗，農業部特訂定《高接梨天然

災害保險勘損作業手冊》，據此作業手冊

協助保險公司，辦理出險後之勘災作業及

損失程度認定等相關事宜。其中如前面勘

損流程提到，執行勘損時，須成立勘災小

組。其中，小組成員應包含以下：

一、�保險公司人員一人以上，並指派其中

一人為代表。

二、�農業部當地試驗改良場所技術專家一

人。

三、�領有農糧署核發高接梨天然災害保險

勘損人力專業訓練結訓證書人員或農

糧署當地分署（含辦事處）指派人員

一人。

四、�必要時得邀請該分區內產銷班班長會

同。

上述第三點「領有農糧署核發高接

梨天然災害保險勘損人力專業訓練結訓證

書人員」，起初由農糧署辦理相關訓練並

核、換發證書。因配合農業保險合格勘損

人員管理辦法，於110年7月1日施行及因

應農業保險勘損實務需求，改由農險基金

擔任，依據農業保險法第21條第一項，

作為辦理農業保險勘損人員訓練之指定機

構。

一、農險基金之專責任務

農險基金作為辦理勘損人員訓練之

指定機構，依據農業保險法第13條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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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法第三條規定，針對勘損相關事宜，

主要辦理勘損人員教育訓練，並應擬訂訓

練計畫。其訓練計畫內容，應包括保險學

及個別保險品項之生長或勘損技術課程。

二、勘損流程

（一）勘損之行前規劃

1.�保險公司約於每年5月底前先行完成各

分區內投保農戶之抽樣。

2.�採區域定損制，原則上以行政區域為劃

分，另依地理、氣候及栽培現況等條件，

就主要產區鄉鎮再獨立劃分，俟投保農戶

確定後，各分區可再另行歸類調整。

3.�有關分區定損之抽樣，由保險公司以隨

介紹赤星病。攝影：洪彩茵

086

一般議題

第五期



機抽樣方式辦理，分區抽樣面積總和須

達分區總投保面積之10％。保險公司得

視損失情況調整隨機抽樣面積，倘遇有

個別被保險果園受損或分區內僅有小範

圍面積受損時，得逐筆辦理損失鑑定。

（二）勘損實施步驟

1.�天災發生後，保險公司會填報啟動勘損

申請書通報農糧署啟動勘災小組。

2.�農糧署接獲保險公司之申請書，即以鄉

（鎮、市、區）為單元組成勘災小組，

並排定勘損日期、集合時間與地點後，

聯絡勘災小組成員及保險公司，另請當

地基層農會協助轉知轄內投保農戶。

3.�保險公司於農糧署排定之勘損日期前幾

日，確認勘損路線及抽樣農戶，並填列

抽樣資料表，傳送給勘災小組成員及當

地基層農會參考。

4.�勘損當日由保險公司所指派代表擔任召

集人及紀錄，勘災小組按勘損路線完成

抽樣土地逐筆之損失程度鑑定且每筆土

地拍照存證，作成勘損鑑定報告提交給

保險公司指派代表。

5.�保險公司依據勘損鑑定報告判定，若災

損程度達啟賠點5％以上時，保險公司

計算出平均損害程度後，會依保險契約

之約定，以該損害程度賠付區域內所有

被保險人。

（三）取樣及受損程度判釋方式

1.�勘損時需先判定其災損原因是否係因颱

風、豪雨及寒害所致，並調查區域內植

株受災是否有一致性，排除可歸因於人

為技術不佳、管理不當、病蟲害及藥害

等因素所致之損害。

2.�取樣以全園10％株數為調查樣品數，若

果園面積少或等於0.2公頃時，取中心點

植株調查；果園面積大於0.2公頃時，調

查時以果園中心為主取樣點（A），由

中心點向四角延伸的延長線中點為次取

樣點（B～E），共計五點當作機取樣點

（如圖16），以各點上連續栽種植株取

樣計算受損率。例如：0.4公頃栽植100

株梨樹，取樣株10株，每取樣點為相

鄰兩株，如0.8公頃栽植200株，取樣20

株，則每樣點取樣為連續四株。

圖 16、勘損取樣調查示意圖
圖片來源：農業部高接梨天然災害保險勘損作業手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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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園平均受損率計算

1.計算公式：

（1）同一內受損率：

（2）�每樣點內取樣植株的受損率加總平

均後，作為樣點平均受損率。

（3）最後認定果園受損程度估算為：

2.每樣株計算方式：

（1）�先計算每樣株高接梨總接穗或總梨

果數量。

（2）�梨生產方式大多為同接穗套一大

袋，但少數會有每粒果實套袋做

法，一穗可能為一袋至四袋範圍。

（3）�在疏果後未套袋前，因果實仍具有

後續生長能力，同一穗若有兩粒以

上（包含兩粒）果實完整未受損，

可視為果穗未受損，若僅一粒果實

則受損二分之一穗。

（4）�套袋後，因果粒受損無法再由後續

生長彌補，故以果粒數計算受損

率。如一穗套一大袋，袋內三粒果

實，受颱風影響落果一粒，則受損

率三分之一穗，依此類推。

3.平均受損率計算：

（1）�以高接梨套袋後為例，若一株共有

30個接穗數量，其中18個無受損，

三個受損率二分之一，兩個率受損

三分之二，兩個受損率三分之一，

剩下五個完全受損，加總平均後，

可得此株的受損率約為28％。

（2）�若每取樣點取樣三株，這三株的受

損率分別為28％、25％和18％，則

此樣點平均受損率約為23％。

（3）�因此果園共有五個取樣點，若此

五處取樣點受損率分別為23％、

28％、20％、15％、21％，則此果

園最終認定受損率為21％。

三、梨保險勘損人力專業訓練

農險基金自111年迄今已辦理三場次

梨保險勘損人力專業訓練，累計核發梨保

險合格勘損人員證書共65張，為培訓學

員梨保險專業勘損技能，農險基金每次辦

理訓練前，皆會與產業主管機關及專家學

者討論，精心安排法規及實務課程。

112年農險基金規劃之梨保險勘損人

力專業訓練為期三天，與111年辦理之訓

加總各取樣點平均受損率（A＋B＋C＋D＋E）

主、副取樣點合計總數（5）

＝整園平均受損率

樣株（受損穗數／落果）總合

樣株全部（高接穗／梨果）數
＝樣株受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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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之最大的差異在於，本次農險基金安排

一日，帶領學員至臺中市東勢區梨果園進

行現地見習。此前辦理之課程受限於疫情

關係，僅能以線上直播及影片教學，學員

無法直接進行判釋並提問，成效受限。

此次現地見習邀請到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助理研究員徐錦木擔任講師，徐錦木

先介紹梨樹種類，並提到東勢梨園海拔高

度不高，大多為高接梨，即是以高需冷之

梨穗嫁接於低需冷之母株，有時會有數種

品種嫁接於同一母株，因此可看到其嫁接

的梨穗可能使用不同顏色的絕緣膠帶（電

火布），藉以方便區分其品種。

當時適逢赤星病的好發期，生病的

葉片上會產生一顆顆橘紅色的病菌，容易

造成葉片和幼果受損。徐錦木解釋因梨園

附近有種植龍柏，赤星病的病菌會寄生於

龍柏上，待孢子成熟後飄散至梨樹上，

計算災損率。攝影：洪彩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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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循環。赤星病若要根治，就要遠離

龍柏，但龍柏常被當作景觀植物，難以避

免，只能搭配用藥盡量降低損害。

過程中，徐錦木提醒學員，當災害

發生需現勘時，需要先排除病蟲害、人為

及不當管理之因素所造成之災損，再去判

斷其災損原因是否是因為當時出險原因

（颱風或豪雨）所造成。有時災害發生至

現勘可能已過一週以上的時間，農民可能

已經清園復耕，造成判釋上的困難，因此

需要透過其他方式，例如以爛果比對採收

的數量，或是以整地狀況、種植之品種產

季和出貨量等，輔以判定災損率。

計算災損率的方式，當選定好抽樣

點和抽樣株樹後，徐錦木先在一棵樹的枝

幹上綁上紅繩，從此枝幹開始往右計算每

個枝幹上的梨穗及其套袋內的果實數量。

每個梨穗套袋的數量依品種不同，約為

一顆至四顆，若套袋內有三顆果實，但

有一顆係因颱風或豪雨因素所造成落果或

爛果，即判定此梨穗災損率為三分之一。

每個梨穗及樣點都要計算，最後加總平均

計算此果園之整體災損率。梨園的林農場

主亦於課程中補充說明梨作物生產特性，

使學員能實際認識梨果，並於現場即時提

問，互動效果佳。

此次訓練全程參與並通過結訓測驗

者共計27人，結束後農險基金即頒發合

格證書予參訓學員，並依規定刊登合格勘

損人員證書名單於農險基金網站「勘損人

員專區」。若對現地見習教學影片有興趣

者，可至農險基金學習網之「課程影音」

專區，觀看與學習勘損相關知識。

四、梨保險勘損人力面臨之挑戰

實損實賠型梨保險自104年起試辦至

112年已經過八年，每年都有出動勘損，

於勘損作業流程上已然熟捻。但在現地勘

損時仍面臨許多挑戰，主要挑戰有以下幾

點：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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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乏專業勘損人力

由於農業損失鑑定專業性高，且梨

災損樣態多元，目前培訓之勘損人員災損

經驗尚且不足。若非農業改良場研究人

員，難以立即對災損樣態提供精準的判

斷，造成農民對於勘損人員信任感不足。

梨保險勘損人力專業訓練現地見習。攝影：洪彩茵

（二）�人力消耗及時間成本高

梨園幅員廣大，地形多變，抽樣地點距

離遙遠，且交通不易到達之處可能要搭乘特

殊交通工具（如流籠或單軌車）。每次出動

於現場勘損約須耗時三天至四天，若通報

災損地區很多，容易有勘損人力不足的問

題，造成勘損人員心理及體力上的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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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法即時勘災

當天災發生後，若農民未立即處理受

損農作物，容易致未受損的農作物遭啃

食，引發二次災害。另勘損人員容易因為

災害造成道路中斷而無法立即前往，故農

民通報至勘災小組出動至現場勘災，通常

已過一週至兩週，此時農友可能已清園，

或衍生其他類型災損樣態，造成後續判釋

上的困難。

為符合實務需求及增進課程質量，

農險基金未來將持續精進課程，包括災損

態樣影片錄製或進階課程規劃，以符合勘

損人員在勘損判釋上的專業度，達到實際

派用；未來若實際出動勘損，將邀請已領

有勘損證書人員見習勘損，農險基金亦將

派員錄製災損態樣，以作為進階課程之教

材。對於天災和地形產生之不可抗力之因

素，可思考是否導入科技勘損，以替代或

針對病蟲害災損樣態進行詳細講解。攝影：洪彩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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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人力上不足之部分，降低人力消耗、

縮減勘損及理賠時程，提升效率。

陸、結語

臺灣農作物種類多，但種植面積小

且分散，又易遭受天然災害的侵擾。以往

當天然災害發生，雖然農民可以申請天然

災害現金救助，然而，其主要的目的在於

協助農民災後儘速復耕，而非填補損失，

且僅針對天然災害造成之災損達20％以

上時才會給予救助，未包含因疾疫病、病

蟲害及市場價格降低所致之損失風險。

為使農民不必看天吃飯，農業部、

農險基金、各地農會與保險公司皆積極推

動農業保險。期許藉由保險制度概念，將

風險集中後均勻分擔，降低營農風險並穩

定農民收入。

未來，農險基金將會持續配合農業

部政策，推動農業保險並蒐集國外農業保

險制度相關內容，以作為我國未來研議相

關農業保險商品開發及走向之參考。農險

基金亦會持續與各農產業機關及民間保險

公司研析將科技應用於現有實損實賠型保

險之可行性，希望藉此解決缺乏人力及空

間限制的問題；並持續精進現有之勘損人

員訓練內容、擴充並提升現有勘損人員之

專業技能，提供梨保險之勘損之相關經

驗，作為未來其他品項保險設計及精進之

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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