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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1. 分析重要國家糧食安全政策措施、策略地圖與預警機制
2. 建構我國糧食安全策略地圖與預警機制並提出報告
3. 蒐整先進國家確保糧食自給率與糧食安全之資料
4. 分析我國糧食自給率下降影響因素
5. 提出解決我國糧食自給率下降之因應作法報告
6. 監控分析國際大宗穀物供需情勢並製作月報
7. 特定議題研析、突發事件及時分析、專業諮詢服務

摘 要：

本報告檢視農業部（前身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過去的糧食安全研究成
果與近年來政策執行情形，並透過資料分析、國際經驗借鑒及專家討論，評
估現行政策的不足，提出強化糧食安全的建議，特別是提升糧食自給率、建
立預警機制與完善應變對策。

研究顯示，我國已有涵蓋生產、消費、儲備與貿易的糧食安全政策，但
在風險管理方面仍有不足，尤其缺乏明確的糧食安全分級制度與應變機制。
相較於日本與韓國已建立分級應對措施，我國可參考其模式，制定不同程度
的糧食短缺應變方案，以確保供應穩定。

糧食自給率下降的原因包括政策影響、國際貿易變化與產業結構問題。
現行稻米保價收購與休耕補貼雖確保農民收益，但導致生產結構僵化、耕地
利用率降低。此外，貿易自由化增加對進口農產品的依賴，農地開放政策也
使農業用地減少，進一步壓縮糧食生產。

未來應借鑒日本與韓國的農業改革經驗，優化補貼制度，確保農地有效
利用。同時，推動智慧農業，引進自動化技術減少勞動力依賴，以提升農業
競爭力。政府亦應建立更完善的糧食安全預警與應變體系，以強化糧食供應
的穩定性與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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