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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農業災害補償制度係整合過去的農業保險制度及家畜保險制度，其辦理

農作物保險已逾 60年歷史，期間累積之執行數據及經驗，調整各類作物之保險

規範，已達非常精細之程度，惟仍有投保率不高及仰賴政府財政支出之問題。反

觀國內，因農業生產成本、單位面積生產量、售價、災損等相關細項資料不足，

又國內農民免申報農業收入及所得課稅，參與共同運銷之量及價格不易掌握，難

以直接套用日本模式，惟仍可參考其架構及規範原則，試行建立適合我國推行之

保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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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第一章、目的 

    100 年 9 月 29 日總統在黃金 10 年國家願景中揭示，要透過區域平台，倡議

天然災害保險機制。又農業發展條例第 58 條規定，為安定農民收入，穩定農村

社會，促進農業資源之充分利用，政府應舉辦農業保險。在農業保險法未制定前，

得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分區、分類、分期試辦農業保險，由區內經營同類

業務之全體農民參加，並得委託農民團體辦理。近年來迭有民意代表及農民建言

以農作物保險取代農業天然災害救助，以安定農民收入、穩定農村社會。 

    日本農業災害補償制度是日本政府提供人力及財力支援，對於農業災害所實

施之政策性保險制度，使農民從保險中獲得保障。藉參訪日本農作物保險辦理模

式、納保之農作物項目、政府負擔經費與比例、運用何種政策誘導農民參加農作

物保險、納保農作物品項之評估準則、納保前須掌握之基礎統計資料項目及資料

取得來源、農戶對農作物保險制度支持程度、面臨問題與解決方案，可供本會制

訂政策參考。 

第二章、過程 

壹、參訪主要內容與行程 

    本次考察人員計有 4 人，包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陳怡任科長、農糧署

白秋菊科長，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李岳樺資深副理、戴忠良資深專案副

理，時間自 102 年 6 月 18 日至 102 年 6 月 22 日止，為期 5 天，出發前先將擬參

訪之目的及內容先行傳送至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日譯後，轉至日本農林水產省及

相關共濟組合連合會等單位，俾供受訪單位能事先準備資料或簡報，其參訪主要

內容及行程如下： 

一、日本農作物保險辦理模式？目前納保之農作物項目？政府負擔經費項目與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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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已納保之農作物項目，農民收益情形。 

三、日本運用何種政策誘導農民參加農作物保險。 

四、納保農作物品項之評估準則（選擇標準）？納保前需掌握之基礎統計資料

項目及資料取得來源。 

五、日本農戶對農作物保險制度支持程度。 

六、日本政府對農作物保險制度執行成果滿意度？面臨問題與解決方案。 

【農林水産省経営局保険課】 

一、日本農業災害補償制度の仕組み及び機構 

二、農業共済事業の種類と対象農作物 

三、農業共済掛金の国庫負担率及び責任分担 

四、共済金の仕組み及び支払い状況 

五、農業共済の加入基準、共済事故（損害評価）の判定基準および共済金の引

受け方式 

六、農業共済事業の推進普及状況及び問題点 

【社団法人全国農業共済協会】及び【埼玉県、山梨県農業共済組合連合会】 

一、日本農業災害補償制度の普及活動および普及状況 

二、日本農業共済事業についての講習及び研究 

三、農業災害の防止ならびに軽減のための調査及び研究 

 

行程由駐日代表處經濟組接洽安排，各日參訪行程如下： 

日 期 時  間 行                         程 備  註 

6 月 18日  啟程  

6月 19日 

（水） 

15：00

～17：00 

農林水産省経営局保険課 
宿：東

京 

6月 20日 

（木） 

10：00

～12：00 

社団法人全国農業共済協会(NOSAI

全国) 

宿：東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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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千代田区一番町 19番地

5F.6F） 

TEL.03-3263-6411 

 

14 ： 30

～16：30 

埼玉県農業共済組合連合会（NOSAI

埼玉）【主にお茶】 

（さいたま市大宮区北袋町 1 －340

農業共済会館） 

TEL.048－645－2141 

6月 21日 

（金） 10 ： 00

～ 

山梨県農業共済組合連合会（NOSAI

山梨）【主に果樹】 

（山梨県甲府市宝 1－21－20） 

TEL.055－228－4711 

宿：東

京 

6月 22日  返程  

 

貳、參訪日本農林水產省經營局保險課 

    本次考察行程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派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經濟組林榮

貴秘書協助接洽安排，及全程陪同與擔任翻譯。6 月 19 日除由林秘書說明整個

考察行程及應注意事項外，下午於日本交流協會會議室，由農林水產省經營局保

險課課長輔佐市川正先生、企劃員石丸百恵実小姐說明日本農業災害補償制度。

茲就其簡報之資料重點摘要如下：(如附件) 

日本農業災害補償制度概述 

制度的目的 

為穩定農業經營，補償從農者遭受意外損失，資助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為目的(農

業災害補償法第1條) 

對象及意外 

風災、水災、旱害、寒害、雪害、其他氣象上的原因導致的災害、火災、病蟲害、

鳥獸害等。 

制度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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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保險來填補被害農家的損失，農家預付保費組成共同準備財產，災害發生後，

從共同準備財產中的互助金來支付，以農家主動相互救濟為基本的制度。 

事業的種類及農作物對象等 

農作物互助事業：水稻、陸稻、麥 

家畜互助事業：牛、馬、豬 

果樹互助事業：溫州蜜柑、夏蜜柑、伊予柑、指定柑橘、蘋果、葡萄、梨、水蜜

桃、黃桃、枇杷、柿、栗、梅、李、奇異果、鳳梨 

(指定柑橘:八朔、椪柑、臍橙、文旦、桶柑、三宝柑、清見、日向夏、セミノー

ル、不知火、河內晚柑、柚子、春見) 

耕地作物互助事業：馬鈴薯、大豆、紅豆、菜豆、甜菜、甘蔗、茶、蕎麥、甜玉

米、洋蔥、南瓜、啤酒花、蠶繭 

園藝設施互助事業：特定園藝設施(附帶設施、含設施內農作物) 

國庫負擔的保費 

一、農作物的被害率與一般財產損害保險的被害率相比高出許多，保費也高，如

果少了政府資助，參加的農家數目有限(水稻的面積被害率平均為8.2%，約為

火災起火率0.045%的180倍) 

二、保險設計所用的制度是持續的、穩定的營運，應促使更多的農家加入，俾確

保有較多的農民共同分擔風險，農家所支付的保費應有一部份由國家來負

擔。 

國庫負擔的保費率:原則上為50% 

國家負擔保費之比例，(麥)為50-55%、家畜(豬)為40%、耕地作物(蠶繭除外)為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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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機構 

 

    本制度由三個階段營運：(1)農業互助組合(農業互助組合或是施行農業互助

組合的市町村)；(2)農業互助組合連合會所屬都道府縣；(3)政府 

為因應大災害，農業互助組合等有連合會的保險，而且連合會由國家再保險，希

望達到全國性的風險分散。 

主要補償設計(互助金) 

    因災害使收穫量與一般年度相比，減少一定比例以上，算出補償對象的減收

量，依此與農家所訂契約補償單價算出應支付的互助金。 

 

 

 

 

 

 

 

 

 

 

該年收穫量 減收量 

補填對象的減收量 

 

互助金=補填對象的減收量 * 與農業者契約的補償單價 

補
償
單
價 

(互助金的算出)  

農民為防止損

害必須付出的

部分不予補填 

颱風導致的風
水害或寒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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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金的支付狀況 

    共濟金的支付依自然災害的多寡而變動。平成5年大寒害時支付5487億日元

(再保險金4388億日圓)，平成15年為1871億日圓(再保險金1111億日圓)等，幫助農

家穩定經營。 

 

 

參、參訪埼玉縣農業共濟組合連合會 

    本日主要行程為參訪埼玉縣農業共濟組合連合會（以下簡稱埼玉連合會），

由該會總務部加藤靜男部長、事業第一部竹村哲夫部長、大木久己次長、山崎幹

男課長及相關同仁等計 6人共同接待，於加藤部長代表致歡迎詞後，隨即由山崎

課長向本團說明日本茶葉共濟事業制度。茲就其重點摘要如下： 

    琦玉連合會大約位在山梨縣中央，北部山梨市接琦玉縣，南以富士河口湖與

靜岡縣相接，南北較長，由 5 個市 3 個町構成。 

    氣候為盆地特有典型的內陸型氣候，晝夜及夏冬溫差大，降雨量每年至少

1577mm 以上(排名全國第 43)，而日照時間卻長達 2129 小時(排名全國第 1)，轄

內海拔標高差從 180m 到 1400m。 

    在這樣特殊的地理條件下，山梨縣的農地與全國相比雖然較為狹小，但果樹

栽培興盛，葡萄、桃、李等的生產量為日本第一，堪稱為果樹的王國。 

    該連合會位在縣內最大果樹栽培地峽東地區，果樹及園藝設施栽培興盛，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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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南麓則是大規模經營畜產業，轄內農家 14,000 名為農業互助推展的對象。 

    倘農作物因天然災害、病蟲害等事故發生後，農民預期將減產時，應主動申

報，嗣後於農作物收穫期由農業互助組合及農業互助組合連合會依據農林水產省

訂定的損害評價要綱、實測調查要領，執行合理性公平的損害評價。 

    茶葉互助的種類有分為半抵銷農家單位方式，及災害收入互助方式。該縣實

施的是半抵銷農家單位方式。補償內容為補償每一戶農家單位基準收穫量的 7

成，亦即減收超過基準收穫量的 3 成時(收穫量低於 7 成)，便是互助金支付的對

象。 

   互助目的的種類依茶的品種、栽培方法等區分如下。 

1 類  利用防霜設施作露地栽培的在來種。 

2 類  利用防霜設施作露地栽培的在來種以外的品種。 

3 類  不用防霜設施作露地栽培的在來種。 

4 類  不用防霜設施作露地栽培的在來種以外的品種。 

5 類  覆蓋栽培的在來種。 

6 類  覆蓋栽培的在來種以外的品種。 

    依每一類別農家單位的方式受理損害評價，其中互助金可支付的事故種類共

有 15 項，包括：凍霜害、寒害、雹害、雪害、風水害、旱害、地震、火山爆發、

地面滑動、其他氣象上的原因造成的災害、火災、病害、蟲害、鳥害、獸害。 

    至於互助責任期間，也就是互助金支付的補償期間包括：一、互助責任期間

的開始期：冬芽生長停止期。冬芽的生長停止期指該地若有施行一般的肥培管理

下，一般冬芽停止生長的時期是在 11 月 30 日。二、互助責任期間的終止期到一

番茶的收穫時期止。 

    基準收穫量的設定計算，以同一家農戶投保之不同 3 塊園地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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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園地(11a)         B 園地(7a)       C 園地(8a) 

 

 

 

 

基準收穫量 220kg          175kg                176kg 

合計受理面積 11a+7a+8a=26a 

每塊園地的基準收穫量 A 園地 基準單收*受理面積(200kg*11a/10a)=220 

                     B 園地                  (250kg*7a/10a)=175 

                     C 園地                  (220kg*8a/10a)=176 

X 家的總基準收穫量 220kg+175kg+176kg=571kg 

基準收穫量的計算以每一類每一塊園地在農家單位中合起來計算。 

    組合訂定每塊園地基準收穫量的設定算法為：每塊園地的基準單收=樹齡別

標準收量表的每單位單收*各指數的相乘值*基準收穫量的調整指數 

*單收是指每 10a 的收穫量，因此算出的每塊園地的基準單收*該園地實際面積得

到園地的基準收穫量。 

    在保費審定方面，每一類的每塊園地設定的基準收穫量在每一類中合計，設

定農家單位中的基準收穫量。每一類農家單位中設定的基準收穫量的 7 成作為受

理收量，該受理收量*每單位互助金額就可算出每一類農家單位中的互助金額。

此共濟金額*基準互助保費率算出互助金額，互助總額*國庫負擔保費率(55%)，

算出國庫負擔保費，從保費總額-國庫負擔保費=農家負擔保費。基準互助保費率

改訂時每 3 年由國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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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山梨縣農業共濟組合連合會 

本日行程主要參訪山梨縣山梨縣農業共濟組合連合會。山梨縣內的農業生產

額 50%是果樹，葡萄、桃、李的產量為日本第一。該縣果農加入互助之人數約為

20%並不高，互助責任期間為發芽期至該發芽期所屬年產的果實收穫為止。該連

合會於簡報中表示，縣內農民參與互助的意願不高及其因應對策為： 

一、因為互助之制度設計複雜，容易造成農民對互助金支付的不滿。對應方法為

增加半抵銷(農家單位)的受理方式，導入樹園地單位的受理方式，使互助金

的計算過程容易理解。 

備註： 

(一)半抵銷方式(對於農家單位其互助金的算法)為：例如當農家共持有 4 園地

時，為算出 4 園地合計的損害率，縱使 1 園地全損，也不是互助金的支

付對象。 

(二)樹園地方式(對於樹園地單位其互助金算法)為：算出每塊樹園地的損害率，

如 1 園地全損時，對該園地的互助金 100%支付。 

二、大規模種植的優良農家，其栽培技術好且種植多樣品種俾因應天然災害及病

蟲害，已有自我的風險分散，不願意負擔大面積或多塊園地之保費。對應方

法為導入樹園地單位方式，對於局部性災害也能有所因應的同時，導入危險

階段的互助保費率，減低保費負擔。 

三、果樹是商品性較高的作物，不適合以減收量作為補償標準，例如收穫量多價

格反而下降。對應方法為導入災害收入減少之互助模式。 

四、參加互助之農民須有一定面積規模之農地，由於日本農業規模逐年縮小，農

家符合參加互助之基準面積者持續減少。對應方法為；因為互助責任期間相

同，在加入基準面積以下的農家推動以總和短收方式辦理。 

五、無事故返還互助金機制：因 3 年內無事故而無支付互助金時，有返還互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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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制。其計算方法為過去 3 年繳交保費之 1/3，減去過去得到的金額，即

為「無事故返還互助金」(保費不含課稅金)。 

六、為了防止農家間彼此損害評價與組合間的損害評價有落差或不公平的情形，

故制度設計有 3 階段(組合、連合會、政府)依序複查的機制，說明如下： 

(一)組合階段 

    損害評價由農家向組合申請受災開始，組合對於申請受災的所有樹園地進行

現地勘查，稱為全部調查(悉皆調查)。 

    從事這項工作的是由村落中選出的損害評價員(由農民互選組成損害評價

班)，全部調查有目測與實測 2 種方式，且因為本項調查是損害評價的第 1 階段，

為決定互助金的最基礎資料，必須審慎進行。 

    全部調查結束後，組合的損害評價會委員或職員，會再對每個地區做全部調

查或抽樣調查，為求確認公平性及每個評價班有同樣的勘查標準(相同的評價基

準)，因此可能會作必要的修正，透過這樣的機制決定該組合轄區內農作物的減

收量，並向連合會報告。 

(二)連合會階段 

    第二階段是連合會收到各組合的報告後，對各組合巡迴調查或抽樣調查，並

檢驗縣內各組合的評價是否公正。之後連合會在評價會上向農林水產省報告全縣

的減收量。 

(三)農林水產省階段 

    正式決定損害的減收量，須經由第 3 階段的農林水產省核定程序。這程序的

目的是檢驗各縣評價的公正性，依農林水產省統計情報部的調查結果，推定每縣

互助減收量及統計上的容許範圍，作為核定的基準。 

    綜上，藉此 3 階段機制，果樹互助中的損害評價，每個階段都有受到檢驗，

因此可以取得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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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心得及建議 

    日本的經驗當值得我國參考，其農作物共濟事業大都以農家減收量、受害面

積等作為共濟金之支付額依據，其受災理賠並不限於氣候，尚包括病蟲害、鳥獸、

火災、地震等，並與該國農民申報農業所得及共同運銷之制度相結合。 

一、 確立我國農作物保險模式 

  日本農業災害補償制度係整合日本既有的農業保險制度及家畜保險制度，其

辦理農作物保險已逾 60年歷史，期間累積之執行數據及經驗，調整各類作物之

保險規範，已達非常精細之程度，惟仍有投保率不高之問題。反觀國內，因生產

成本、售價、災損等相關細項資料不足，又國內農民免申報農業收入及所得課稅，

參與共同運銷之量及價格不易掌握，難以直接套用日本模式，惟仍可參考其架構

及規範原則，試行建立適合我國推行之保險模式。 

    近年來因氣候變遷造成天然災害發生頻繁，為加強農民防災風險意識，同時

分散農民因天然災害導致農業經營風險，開辦農作物保險，已具急迫性。建議農

業天然災害保險制度可分為 2類同時規劃辦理： 

(一)初期先行選定數項高經濟作物進行開辦保險試算(例如高接梨、茶或蘭花等)，

並評估各種可行之保險方案（架構）及分析其利弊。 

(二)以政府輔導有案之青年農民或小地主大佃農為對象，由於其有心務農且可能

係以農業收入賴以維生，故其投保意願可能較高，且以該對象之承保範圍

明確、承保之給付風險有限，可隨時機動調整精算保費。 

二、 中央與地方配合經費辦理農作物保險 

(一)現行國內救助經費全由中央負擔，近年因氣候變遷，導致災害頻仍，每年救

助金不足經費由農委會預算辦理移緩濟急，以求順利完成救助，但已嚴重

排擠其他農業施政及建設經費，造成農政資源錯置。未來如開辦農作物保

險，建議其經費由中央與地方共同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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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保險初期，可洽地方政府就其欲發展之地方重要產業試辦保險，結合農

政單位各類調整產業結構之資源，中央與地方齊心推動，以收事半功倍之

效。 

(三)倘考量政府預算經費有限，且保險設計可能偏向福利性質，故在保單設計及

精算期間，除應廣納農民之需求外，應可由預算經費之多寡推估承保範圍、

保單多元性、險種及農民自付額比例。 

三、 整合資源培訓勘災人力 

 日本透過共濟組織執行農作物保險業務，政府每年均需投入大筆經費補助該

等組織之人事及行政費用，透過 3 階段的審查機制達到勘災認定的公平性，農林

水產省針對氣候指數型保險尚於研究中，不敢斷然實施。目前國內天然災害救助

係透過公務行政體系辦理，未來開辦農作物保險，建議仍宜由該體系執行，以避

免二者判定結果不一時造成爭議。惟執行人力恐有不足，建議整合國內農業技術

單位資源對外辦理培訓，參訓者通過測驗並獲頒證書後，則可接受承保單位委託

辦理損害鑑定工作，擴充執行人力，以應業務執行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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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玉縣農業共濟會館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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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梨縣種植水蜜桃情形 

 

山梨縣水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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