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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為穩定國內受災農家的經營並協助農業發展，以保險理論為基礎，制定

NOSAI制度。該制度由農家先繳納共済掛金(互助保費/保險費)作為共同準備金，

災害發生後，從共同準備金中提取共済金(理賠金)支付給受災農家，是以農家自

主相互扶助為基本的制度。受災較少時倘有剩餘經費，則視為組合員的共同財產，

將累積至組合中不同互助事業的法定儲備金與特別儲備金中，並力圖使農家、國

家共同負擔之互助保費及支付予農家的理賠金能達到長期(原則上為 20年)的收

支平衡。 

本次研習主要以日本果樹(梨)之損害勘查實務為主軸。日本果樹互助保險制

度中承保之保險事故除因氣象導致的災害外，尚包括火災、鳥獸害及病蟲害等所

造成之損失，另有果樹樹體互助保險之方式；目前日本實施梨之互助保險依品種

區分為 3類，由果實單價算出理賠金，以品種及樹齡設定標準收穫量，再以標準

收穫量為基礎，視農家肥培管理、園地條件、隔年結果狀況、接穗方式及過去的

被害狀況等，訂定不同園地的基準收穫量。農家欲加入果樹互助保險，所有果園

皆須加入，不同果園可選擇不同保險方式。 

日本之收穫互助保險及樹園地互助保險尚分為減收總合方式及特定危險方

式，不同保險方式訂有不同理賠限額及補償比例依農家所選保險方式，訂定不同

栽培面積以上之農家始得加入。 

保險費由政府負擔其中 50%，且另以農民所搭設之避(減)災設施等，給予不

同程度之優惠折扣。日本之 NOSAI制度雖為官方所有，實際執行作業係由每個市

町村的組合長委任組合成員，或由內部互助委員兼任。其選出之損害評價員負責

災害發生時的損害評價、防止損害發生的指導，及協助訂定適切的基準收穫量，

另亦指導農民防(避)災措施、參與損害評價的研習及損失申報的調查等。由於損

害評價係自組合中選出具豐富農事經驗之農民擔任，再由連合會 1名損害評價委

員及組合員 3人為 1組共同進行損害評價，在保險責任存續期間內，每次發生之

互助事故(保險事故)皆需進行實地勘查，詳實記錄每次受害情形、農家栽培方式

之更動、使用農藥及農藥成分後始作成決議，以建立災損的客觀基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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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農業保險制度為所得保險，理賠金至收穫期終了始發給，與我國 104

年試辦農作物天然災害係採成本保險，理賠金額為成本之一部分，且每次災後需

儘速發給救助金之作法迥異。日本果樹互助保險實施已久，部分農家更傾向導入

避(減)災設施來進行災害風險管理，因此有加保率降低情形。由於我國 104年試

辦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係委由民間商業保險公司承攬保險業務，倘加保數不足，

無法以大數法則平均分擔風險，或保險公司無盈餘時，保險制度恐難存續；另鑒

於現行農業救助制度中，對於受損程度之判定係主要爭議所在，為取得農民信任，

勘查人員之選任及訓練勢應以經驗豐富者兼任，或有賴相關單位建立完善之培訓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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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臺灣夏、秋之際常遭颱風、豪雨侵襲，冬季則有低溫、寒害等，致農業生產

深受天然災害影響。鑒於天然災害動輒造成農業嚴重災情，影響農民收益，行政

農業委員會於 1991年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60條第 1項：「農業生產因天然災害受

損，政府得辦理現金救助、補助或低利貸款，並依法減免田賦，以協助農民迅速

恢復生產。」授權訂定「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以作為協助農民復耕復建之

依據。2001年設置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基金辦理至今，每年由國庫撥補經費累計

149.5億元，惟救助金額高達 379億餘元，全由中央政府負擔，不足部分係由行

政院災害準備金、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及農委會公務預算移緩濟急撥入，

實已嚴重影響其他農政輔導政策與措施之推展。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化越趨極端，農業生產風險增加，端賴政府預算辦理救助

已不足以保障農民收益或彌補損失。美國、日本、中國等多已透過農業保險制度，

積極保障農業生產安全，以避免大型災害發生時，復原重建之經費嚴重影響國家

財政之穩定，並藉由此制度提升農民事前防(減)災之危機意識，促使農民對所經

營之農業生產風險得因地制宜，預先擬定災害管理策略，降低災害對農村經濟生

活造成之負面影響，穩定國內重要民生供需。 

我國為減少天然災害對農業造成之衝擊，建立農民風險分擔之觀念，因應現

代農業發展趨勢，將於 104年試辦高接梨之農業天然災害保險，以補助部分保險

費方式，鼓勵農民加入，期此救助措施得使農民依實際受災程度獲得相當之賠付，

未來倘能替代現行之農業天然災害救助，政府財政負擔亦得藉此逐漸趨向穩定。

試辦結果將可作為賡續辦理其他類農作物納入農業天然災害保險之參考，並為推

動「農業天然災害保險法」立法決策之依據。 

日本與我國皆因地理位置及氣候條件致災害發生頻繁，而日本於 1929年即

開辦家畜保險，1938年頒布「農業保險法」，1947年整合家畜與作物保險為「農

業災害補償法」，1972 年實施果樹保險，1979 年實施旱作及園藝保險等，期間農

業保險制度已歷經多次檢討修正，其體系之運作應可為我國借鑒。緣此，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派員赴日本研習農業天然災害保險相關勘查實務，以進一步了解其農

業保險制度中有關實地勘災小組之構成及執行程序，如勘災人員之選任、災損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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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認定、爭議解決及近年辦理成效等，期能作為我國試辦農業天然災害保險

實務執行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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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 

本次研習人員計有 3人，分別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王東良科長、臺中

區農業改良場廖君達副研究員及輔導處林雅芳科員，研習期間自 103年 12月 17

日至 103年 12月 20日止，為期 4天，研習地點為日本栃木縣及千葉縣縣廳及當

地農業組合，並請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秘書林榮貴代為接洽安排。 

本次研習主為了解日本農業保險制度中有關勘災實務執行層面，日方對於課

程內容安排係由農政部及組合代表解說損害評價進行的程序、方式及近年辦理情

形等，並提供加入申請表、現場勘查紀錄表及理賠金申請書等範本表格供參考。 

各日研習行程如下： 

日期 行程 

12月 17日 臺北至日本東京 

12月 18日 
1.栃木縣縣廳農政部経済流通課 

2.栃木縣河宇農業共済組合 

12月 19日 千葉縣農業共済組合連合会 

12月 20日 日本東京至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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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NOSAI 

日本位於亞洲氣象變化最激烈的季節風地帶，時常遭遇天然災害，農業生產

深受災害發生程度及區域所影響，農產品之穩定供需向為國家重要課題。NOSAI

制度由農家先行繳納共済掛金(下稱保險費)作為共同準備金，災害發生時，組合

從共同準備金提取共済金額(下稱理賠金)支付給受災農家，填補農家在天然災害

中所遭受的損失，以農家自主相互扶助為基本的機制運作，且契約中農家負有權

利及義務，為日本官方政策性的保險制度。NOSAI運作形式以國家、連合會及組

合等 3個層級共同分擔責任，所收取之保險費及災後發放的理賠金需有長期的收

支平衡機制，以利災害發生時理賠金能順利支付，實質協助穩定農家經營。 

NOSAI以保險理論為基礎，保費由農民及國家共同負擔，原則上希望能達到

20 年間的收支平衡。因此，保險費費率的計算係以過去 20 年的被害率為基礎，

以組合為單位分別訂有不同費率，每 3 年檢討修正 1 次。以參與果樹類共済(互

助保險/保險)的保險費而言，係由國庫及農家各負擔50%，農家被害損失較少時，

於支付理賠金後倘有剩餘的經費，即視為該組合的共同財產，累積至組合內各種

不同互助事業的法定儲備金與特別儲備金中。 

組合內設有損害評價員及損害評價會委員，負責災害發生時的損害評價、防

止損害發生的指導及協助組合設定適切的基準收穫量；此外，損害評價員更參與

建立災前防範措施、指導當地農民如何避免災害擴大、損害評價研習及損失申報

調查等，主要由每個市町村的組合長委任，也有互助委員兼任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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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栃木縣果樹互助保險 

栃木縣共有 9個農業共済組合，辦理農作物、家畜、農機具等 7種農業相關

之互助保險，在果樹互助保險中僅有梨一項，依梨的品種分為早生、中生及晚生

3類，再依品種的價差分為 3群。互助保險方式有減收總合方式及特定危險方式

2種，農家可視果園情況選擇加入(補償)的方式，契約補償額則視標準收穫金額

計算，種植面積需在 0.05公頃以上(一般 0.05公頃以下視為自家用)，且農家在

組合所訂期限內申請加入時，所有果園都必須加保，不可選擇性加入，因為早生

種易發生寒害，中晚生種不易發生，方能分擔風險。每年農民申請參加互助保險

時要填寫加入申請書及果樹互助保險園地紀錄(分布圖)，此時農民在該互助組合

的身分即為「組合員」。農業互助組合於農家完成疏果作業後，指派評價員調查

果園的基本資料，包括申請品種及株樹是否相符、著果數量、生長狀況、園地條

件、肥培管理等，據以訂定該果園的標準收穫量。此外，為避免農民有投機的行

為，縣廳於組合受理農民申請後，加保內容另以公文書掛號寄送通知給農民，盡

到告知的義務，並作為證據，農民需自負相對之保險責任。 

減收總合方式承保保險事故包含風水害、冰雹害、凍霜害、旱害、寒害、雪

害，其他氣象上原因(包含地震及火山爆發)導致的災害、火災、病蟲害及鳥獸害

等。特定危險方式承保事故包含暴風雨(最大風速 13.9m/sec，最大瞬間風速

20.0m/sec 以上)、冰雹害及凍霜害(如滿開期遇-1.7 度 C，30 分鐘以上)，適用

分割評價，梨的總種植面積需在 0.2公頃以上，各類別(早生、中生、晚生)種植

面積則需在 0.05公頃以上。 

保險責任期間(補償期間)在減收總合方式是以前一年花芽形成期開始到今

年果實收穫期截止，補償期間長達 16 個月；特定危險方式則為當年發芽期至收

穫期，補償期間約 8個月。 

圖示減收總合方式互助保險責任期間 

前一年 今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花芽形成期 → → → → → 發芽期 → → → → 收   穫   期  

     補  償  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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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特定危險方式互助保險責任期間 

前一年 今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發芽期 → → →   收   穫   期     發芽期 → → → → 收   穫   期  

   補 償 期 間    補 償 期 間   

                 

加入(補償)方式由農家選擇，依理賠金計算基礎不同可再細分如下: 

 補償方式 理賠金支付基準 

半抵方式 
特定危險方式 

暴風雨、冰雹害、凍霜害造成果實減收量超過

基準收穫量的 2成 

減收總合方式 果實減收量超過基準收穫量的 3成 

樹園地方式 
特定危險方式 

暴風雨、冰雹害、凍霜害造成果實減收量超過

該園地基準收穫量的 3成 

減收總合方式 果實減收量超過該園地基準收穫量的 4成 

理賠限額(契約補償額)在半抵特定危險方式時，係以果實價格乘以標準收穫

量(標準收穫金額)的 8成；半抵減收總合方式及樹園地特定危險方式為其 7成；

樹園地減收總合方式為 6成。保險費為理賠限額乘以折扣後的保險費費率，國庫

負擔其中的 50%。 

栃木縣梨之互助保險理賠金依下列算式算出： 

半抵特定危險方式:理賠比例= 
5

4
× 損害比例 −

1

4
 

半抵減收總合方式:理賠比例= 
10

7
× 損害比例 −

3

7
 

樹園地特定危險方式:理賠比例= 
10

7
× 損害比例 −

3

7
 

樹園地減收總合方式:理賠比例= 
5

3
× 損害比例 −

2

3
 

損害比例= 
減收金額

基準收穫量
   

在進行損害評價時，抽樣調查由損害評價會執行，當中的損害評價委員由組

合長選任，任期 3年。此外，設有分割評價制度，即如果有不適切之肥培管理或

病蟲害防除等保險事故以外的原因導致減收時，必須分別予以評價(估)，將非保



10 

 

險事故所造成之減收金額扣除，扣除後之減收金額除以基準收穫金額即為損害比

例。損害評價除了決定被害農家的理賠金外，其評價結果也是將來計算保險費費

率的基礎。由農家繳納及國庫所補助的保險費在支付理賠金後倘有剩餘，累積至

法定儲備金及特別儲備金。法定儲備金及特別儲備金基本上係為將來的大型災害

做準備，或作為無事故返還金的財源，或為辦理損害防止的費用，例如由連合會

協助補助農機具的借貸、鳥獸害防止措施、無人直升機噴灑藥劑等。 

互助保險即藉組合、連合會及國家之三階層制分散生產危險、分擔責任及儲

備理賠金，各組合受行政廳的指導監督。此外，果樹互助保險申請書亦載明受組

合解散及財務狀況等影響，削減理賠金額度也是有可能發生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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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栃木縣辦理果樹互助保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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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栃木縣)果樹互助保險規定簡介 

 

(栃木縣)梨樹栽植紀錄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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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栃木縣)加入果樹互助保險申請書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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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千葉縣果樹互助保險 

千葉縣共有 6個農業共済組合，辦理水稻、麥、畜產果樹、園藝設施等互助

保險事業。縣內組合積極辦理各種活動，以減少農作物受病蟲害、家畜疾病等的

發生及防止損害擴大等。千葉縣組合連合會設有專門的網頁提供相關農業情報，

並由千葉縣 NOSAI職員每個月發行 2份農業共済報，內容與地方相關，發掘農業

生產創意、農政及共済的要點動態及展望等，簡易且詳實地解說 NOSAI的業務運

作、專業用語、加入及申報被害等之注意事項。千葉縣實施果樹互助保險者有梨

及溫州蜜柑，梨的品種區分如下表(2014適用) 

類別 細分類 指 定 品 種 

1類 

(早生品種） 

1群 幸水 

2群 

新水、早玉、愛甘水、喜水、長寿、君塚早生、八君、

多摩、雲井、石井早生、八雲、筑水、八里、若光、

清澄、八幸、早生廿世紀、新世紀、其他品種 

2類 

(中生品種） 

1群 豊水、其他品種（屬於 2群的品種除外） 

2群 

廿世紀、なつひかり、翠星、稲城、秀玉、ゴールド

廿世紀、長十郎、菊水、新星、あきづき、平塚 16

号（かおり） 

3類 

(晩成品種） 

1群 新高、其他品種（屬於 2群的品種除外） 

2群 豊月、新興、愛宕、晩三吉、新雪 

保險方式分為收穫保險(承保果實損害)及樹體保險(承保樹體損害)兩種，依

理賠金計算基礎不同可分為以下兩種補償方式，各有其加入限制。 

(一)半抵方式，理賠金依每戶農家及梨之品種類別計算。 

補償內容 減收總合方式 特定危險方式 

可加入面積限制 每一類群 0.05公頃以上 
0.2公頃以上 

(每一類群 0.05公頃以上) 

災害種類 全部災害 
(1)暴風雨、雹害 

(2)暴風雨、雹害、凍霜害 

組合保險責任比例 可選擇 4~7成 可選擇 4~8成 

開始理賠的損害比例 減收超過 3成 減收超過 2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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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樹園地單位方式，理賠金依每塊園地及梨之品種類別計算。 

補償內容 減收總合方式 特定危險方式 

可加入面積限制 每一類群 0.05公頃以上 
0.2公頃以上 

(每一類群 0.05公頃以上) 

災害種類 全部災害 
(1)暴風雨、雹害 

(2)暴風雨、雹害、凍霜害 

組合保險責任比例 可選擇 4~6成 可選擇 4~7成 

開始理賠的損害比例 減收超過 4成 減收超過 3成 

收穫保險依不同類群，要求農民的栽培面積需在 0.05公頃以上才可加入，

保險方式依補償期間不同分為減收總合一般方式及減收綜合短縮方式。承保事故

包含旱害(果實肥大不良)、寒害(果樹、枝葉、花芽等枯死)、雪害(積雪造成主

枝折損)、風水害(落果、果傷、擦傷)、雹害(果傷、畸形)等自然災害，及病蟲

害、鳥獸害等；特定危險方式承保事故以雹害、暴風雨（最大風速 13.9m/s或最

大瞬間風速 20.0m/s以上）為限，可再加保凍霜害，選擇特定危險方式的農家需

有 5年以上的栽培經驗。樹體保險亦分減收總合方式及特定危險方式，申請加入

時有不同限制栽培面積，保險事故包含因旱害、寒害、雪害、風水害、雹害之自

然災害、病蟲害、鳥獸害等所造成樹體之枯死、流失、滅失、埋沒及損傷。 

組合以組合內及農林水產省公布的結果樹面積統計資料為基礎，依保險種類

的樹齡、品種、地區的栽培條件、植株形態及其他因素來製作標準收量表，以計

算標準收穫量。梨分為早生、中生及晚生品種 3大類，採收期分別為 7~8月中旬、

8月下旬~9月中旬及 9月下旬~10月上旬，代表品種分別為幸水(早生)、豐水(中

生)及新高(晚生)。每類再區分為 2群，係考量不同品種價格的差異。價格由該

縣農業協同組合(農協，JA)將該縣梨的價格報送至農林水產省，農林水產省依據

所報資料分別訂定各縣梨的單價。組合訂定之梨標準收穫量表可作為該地區理賠

限額計算的基礎，每 3年修正 1次。內容涵蓋各類代表品種於不同樹齡時的每

0.1公頃收穫量及每株梨樹收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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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梨樹品種於不同樹齡之標準收穫量表 

品

種

名 

 樹齡 

 

項目 

4

年 
5 6 7 8 

9- 

10 

11-

12 

13-

15 

16-

20 

21-

25 

26-

30 

31-

35 

36-

40 

41-

45 

46-

50 

> 

50 

平

均 

幸 

 

水 

0.1ha

收量

(kg) 

300 600 900 1,200 1,700 2,100 2,500 2,800 3,000 3,000 2,800 2,700 2,500 2,300 2,100 1,900 2,334 

每株

收量
(kg) 

9 18 27 36 52 64 76 85 91 91 85 82 76 70 64 58 71 

0.1ha

株數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豐 

 

水 

0.1ha

收量

(kg) 

300 600 1,200 1,600 1,800 2,300 2,800 3,000 3,100 3,100 3,000 2,900 2,700 2,500 2,300 2,100 2,458 

每株

收量
(kg) 

9 18 36 48 55 70 85 91 94 94 91 88 82 76 70 64 74 

0.1ha

株數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新 

 

高 

0.1ha

收量

(kg) 

400 900 1,500 2,000 2,500 3,100 3,700 3,900 3,900 3,900 3,700 3,500 3,300 3,100 2,900 2,700 2,902 

每株

收量
(kg) 

12 27 45 61 76 94 112 118 118 118 112 106 100 94 88 82 88 

0.1ha

株數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個別田區因不同條件的差異，收穫量隨之不同。因此，當農民加入組合後，

組合職員會同評價員赴該農民梨園進行評價基準調查，調查內容涵蓋地號、每個

類別梨樹的樹齡、面積及株數，並評估該園地條件(分為特良、良好、平均、惡

劣、特別惡劣等 5級)、肥培管理狀況及是否隔年結果，肥培管理又區分為病蟲

害防除、整枝剪定、樹勢及園地管理等，同樣地，每個評估項目再細分為 5級，

每個級數給予特定的分數，全部加總後，訂定該園地該年度標準收穫量。 

樹體互助保險保額依加入時的樹體狀況訂出，在組合員的損失金額達 10萬

日圓或損失超過保額的 1成時，超過的部分即支付理賠金。有關收穫互助保險補

償規定綜整如下。 

保險

標的 
加入方式 補償比例 内 容 

梨 半抵 
減收總合短縮方式 7 成 

依組合員加入的類別、減收超過基準收穫量的

3 成時，超過的部分即支付理賠金。 

特定危険方式 8 成 依組合員加入的類別、減收超過基準收穫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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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風雨、雹害方式) 2 成時，超過的部分即支付理賠金。 

特定危険方式 

(暴風雨、雹害、凍霜

害方式) 

8 成 
依組合員加入的類別、減收超過基準收穫量的

2 成時，超過的部分即支付理賠金。 

樹園地 

減收總合短縮方式 6 成 
依每塊被害樹園地及類其類別，減收超過基準

收穫量的 4成時，超過的部分即支付理賠金。 

特定危険方式 

(暴風雨、雹害方式) 
7 成 

依每塊被害樹園地及類其類別，減收超過基準

收穫量的 3成時，超過的部分即支付理賠金。 

特定危険方式 

(暴風雨、雹害、凍霜

害方式) 

7 成 
依每塊被害樹園地及類其類別，減收超過基準

收穫量的 3成時，超過的部分即支付理賠金。 

理賠限額(最高保險理賠金額/保額)即被害發生時要支付理賠金的最高理賠

限額，依農家栽植梨品種別計算，舉例說明如下： 

保額=(標準收穫量×1公斤價格)×付保比例 

如:    3000   ×    300  ×     70%    =    630,000(日圓) 

    標準收穫量    單價   組合負擔責任比例    保額 

付保比例依組合員選擇半抵減收總合方式(4~7成)或半抵特定危險方式

(4~8成)決定，保費 50%由國家負擔，搭設防災設施的園地者保費另有折扣。 

組合員負擔保費=保額×保費費率×(1-折扣比例)×50% 

如:保費費率 5%，防災設施折扣比例 40% 

630,000×5.0%×(1-40%)×50%=9,450(日圓) 

理賠比例算法在減收總合方式時，規定減收超過基準的 3成始予理賠，理賠

比例=(損害比例-30%)÷70%；特定危險方式時，規定減收超過基準的 2成始予理

賠，則理賠比例=(損害比例-20%)÷80%。 

例如在半抵減收總合方式時，假設標準收穫金額 4,000,000日圓(標準收穫

量×每公斤單價)，保額 2,800,000日圓(標準收穫量×組合負擔責任比 70%)，假

設被害園地有 A、B、C三果園，果園的被害狀況分類別計算，即使園內受害輕微

仍須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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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園地  B園地  C園地 

基準收穫量

4,000kg 

 基準收穫量

3,000kg 

 基準收穫量

3,000kg 

減收量

2,000kg 

 減收量

2,000kg 

 減收量   

400kg 

損害比例 4,400kg÷10,000kg=44% 

理賠比例(44%-30%)÷70%=20% 

理賠金=保額×理賠比例    2,800,000×20%=560,000(日圓) 

損害評價是計算應支付理賠金及決定保險費費率的基礎，能否適切地進行評

價，將影響互助保險制度的營運及公正性。評價可分為 4個階段，依序為參與互

助保險制度的組合員(農民)；縣內各區域的農業互助組合聘請資深專業農民擔任

損害評價員，並組織損害評價會；各縣由轄內各區域的農業互助組合組成農業互

助組合連合會，連合會再聘任連合會損害評價員，並組織連合會損害評價會；最

後由農林水產省進行連合會評價結果的認定個階段調查內容如下表。 

序 啟動者 具體作為 承辦者 調查內容 

1 組合員(農民) 被害申告   

2 組合 

悉皆調查 

(逐筆調查) 

損害評價員 

組合職員 

減收總合方式 

組合接獲農民的損害通

知，於梨果收穫期現地調

查收穫量。 

抜取調查 

(抽樣調查) 

損害評價會委員 

組合職員 

設定悉皆調查的評價地

區內，對一定數以上的農

家進行抽樣，據以修正悉

皆調查的結果。 

損害評價會 損害評價會委員 組合管轄範圍內有關保

險事故之損害認定調查

資料的審議。 

3 連合會 

抜取調查 

(抽樣調查) 

連合會損害評價員 

連合會職員 

連合會針對組合報送的

調查結果，針對一定數以

上的農家進行抽樣，現地

調查收穫量。 

損害評價會 損害評價會委員 縣內有關保險事故損害

認定調查資料的審議。 

4 農林水產省 減收調查 
 連合會報送之損害評價

及統計資料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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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評價員的任務係於災害發生時，至現場調查損害，在收穫保險及樹體保

險時需進行悉皆調查(逐筆調查)，並指導組合員進行損害防止及現地善後之處置，

及辦理其他與損害評價相關事務等。損害評價會委員的任務則為損害認定的顧問，

於災害發生時，可至現場調查損害，與組合協力進行損害防止及善後處置及其他

損害評價相關事務。 

採半抵減收總合方式時，損害評價後應對有損害通知的樹園地進行災害確認

及收穫量調查；採特定危險方式時，則對有災害發生通知或損害通知的樹園地進

行災害確認(採果終了前的所有災害)及減收量的調查。執行程序上，於災害發生

後，組合員(農民)在果樹遭受保險事故影響而損失即向通報該區域農業互助組合

提出申告。依申請書所載承保種類，對組合員所申告的樹園地進行調查，作成調

查記錄較由組合彙整。組合接獲農民通報後，會在區域內劃出約 2-3天內可進行

現地評估的規模，由組合職員 1名，加上 3~6名損害評價員，組成評價班，並設

班長1名，赴現場逐筆田區進行果樹損害評價(悉皆調查)；不需劃定評價地區時，

則由評估會委員、評估員及組合的職員中選任 3人組成共同評價班，連合會連繫

後訂定調查的日程，再通知評價會委員及評價員。 

評價認定採取合議制共識決，必要時投票來決定評價結果。組合職員不參與

認定意見，僅負責記錄及統計工作。現地評價係確認被害申告的果樹種類是否相

符，是否確因保險事故造成損害及收穫量調查，並對該園區進行分割評價，調查

栽培方法的變更、高接栽培、農藥使用是否恰當等。而且，調查時該果園農民不

得在現場參與討論，俟認定後，組合再以書面通知認定結果。另於梨果實收穫前，

損害評價員會進行逐筆調查果園的實際收穫量，將實際收穫量除以基準收穫量即

為該園區的梨產量損害率。組合內損害評價會的損害評價委員是由資深專業農民

所組成，會同組合職員，針對已完成悉皆調查評價地區的農家進行定數抽樣調查，

據以修正悉皆調查的結果。而後召開組合損害評價會，審議組合管轄範圍內發生

保險事故損害認定的調查資料。 

組合在悉皆調查之前會先對各評價班說明評估注意事項及方法，使其標準能

夠一致，縣級的組合連合會負責統合不同組合間的損害評價基準及方式。組合連

合會聘任試驗研究人員、農業協同組合(JA)人員為連合會損害評價員，進行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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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時，同樣搭配 1名連合會職員擔任紀錄及統計的工作，針對組合報送的調查

結果，抽樣定數農家進行現地調查收穫量，後召開縣級之損害評價會，審議縣內

發生保險事故損害認定調查資料。農林水產省收到互助組合連合會報送的損害評

價及統計資料，僅進行書面審查。組合之損害評價班完成悉接調查後，損害評價

會委員即進行抽樣調查，當悉接調查果樹園地數 25個以下時，至少調查 1/3以

上的園地，果樹園地數 25個以上時，調查園地數量如下。 

全數調查時數園地的數量 對應調查樹園地的數量 

        25以下 9 

        26以上-50以下 11 

        51以上-150以下 12 

        151以上-300以下 13 

        301以上-500以下 14 

        501以上 15 

進行抽樣調查的果園，依據著果樹的數量範圍，選取不同數量的果樹進行調

查，相對應的調查果樹樣本數如下。 

著果樹數量 調查果樹樣本數 著果樹數量 調查果樹樣本數 

10以下 3 161~180 12 

11~20 4 181~200 13 

21~40 5 201~220 14 

41~60 6 221~240 15 

61~80 7 241~260 16 

81~100 8 261~280 17 

101~120 9 281~300 18 

121~140 10 301~400 19 

141~160 11 401以上 20 

進行調查時，首先將園地的果樹予以編號，將園地總的著果樹數量除以應調

查的果樹樣本數，換算出抽樣的間隔，將果樹予以分群。第 1群採隨機抽出調查

樣本，第 2群以後則依編號累加抽樣間隔數，得到調查果樹樣本，每株果樹樣本

調查果實數量及果實重量。現地調查時用來作收穫量損害評價的果實，須為可供

販賣品質的果實。果樹遭逢農業天然災害或病蟲害，對於果實會造成不同程度的

傷害，收穫期由果實外觀檢視受害程度。因災害影響，果實與出貨規格及市場交

易規格不符時(稱為"調整果實"，僅供加工用不能販賣)，會依調整係數調整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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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果實數量調查使用計數器計算全部的著果數，依果實外觀區分為收穫果實、

調整果實及被害果實等 3類。果實重量則每株果樹樣本選區 20粒較中庸的果實，

使用卡尺測量果實的橫徑 (x1)及縱徑 (x2)，代入尺度回歸式 (幸水：

Y=6.87x1+2.00x2–426.31)求得果實重量，並換算出該園地平均果實重量。 

調整果實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商品價值，不等同於被害果實；調整果實數量乘

以調整係數 0.2，等於被害果實數量，即 5個調整果實等同 1個被害果實。判定

基準見下表。此外，一般品種之單果重量若低於 175公克，為評定被害果實的基

準。 

保險事故 收穫果實 調整果實 被害果實 

冰雹害 
果實表面出現 5mm 以內

的傷口少於 2個或沒有 

果實表面出現 10mm

以內的傷口少於 5個 

傷口深入果肉，甚

至有腐敗情形 

凍霜害 
果實底部凹陷處有似燒

傷的痕跡 

果實出現輕度的縱列

刻痕，或出現 5mm 以

上的裂果 

果實的縱列刻痕

深達果肉，出現腐

敗情形 

黑星病 無傷果實 病徵<10mm 
病徵明顯，果實出

現腐敗情形 

赤星病 無傷果實 病徵<10mm 
果肉明顯凹陷，出

現腐敗情形 

由於現地調查耗費大量人力及時間，不同園區調查時間出現落差，且距離果

實收穫適期相異，調查日期可能尚未屆收穫最盛期，因此制定果實肥大係數換算

表，在考量收穫適期與損害評價日期的時間差下，將調查果實重量代入果實肥大

係數，據以修正調查果園的平均果實重量，不同梨品種果實重量肥大推定指數如

下表。 

收穫適期與
損害評價日
期的時間差 

幸水 
(早生品種) 

豐水 
(中生品種) 

新高 
(晚生品種) 廿世紀 

肥大係數 

0 1.000 1.000 1.000 1.000 

1 1.020 1.000 1.000 1.020 

2 1.058 1.017 1.002 1.048 

3 1.096 1.039 1.015 1.077 

4 1.135 1.062 1.028 1.105 

5 1.173 1.085 1.041 1.134 

6 1.211 1.108 1.054 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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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249 1.131 1.067 1.191 

8 1.287 1.153 1.081 1.219 

9 1.325 1.176 1.094 1.248 

10 1.363 1.199 1.107 1.276 

11 1.402 1.222 1.120 1.305 

12 1.440 1.244 1.133 1.333 

13 1.478 1.267 1.146 1.362 

14 1.516 1.290 1.159 1.390 

15 1.554 1.313 1.172 1.419 

16 1.592 1.335 1.186 1.448 

17 1.630 1.358 1.199 1.476 

18 1.669 1.381 1.212 1.505 

19 1.707 1.404 1.225 1.533 

20 1.745 1.426 1.238 1.562 

回歸式 Y=0.94386+ 
0.3814X 

Y=0.94844+ 
0.2276X 

Y=0.96248+ 
0.01312X 

Y = 0.96268+ 
0.02852X 

特定危險方式的評價調查自受理農民加入互助組合後，需要進行 4次調查，

分別為發芽期至疏果完成前、疏果完成時、疏果完成後至收穫期前(收穫期)等，

分述如下： 

(1)發芽期至疏果完成前：於被害徵狀可以明確判定時，調查花及果實損傷的比

率，代入「減收推定尺度」，換算為減收比率。 

梨疏果完成前遭受凍霜害的減收推定尺度 

損傷比率 減收比率 損傷比率 減收比率 損傷比率 減收比率 損傷比率 減收比率 

1 1 26 31 51 55 76 76 

2 2 27 32 52 56 77 77 

3 3 28 33 53 56 78 78 

4 5 29 34 54 57 79 79 

5 6 30 35 55 57 80 80 

6 7 31 36 56 58 8` 8` 

7 8 32 37 57 58 82 82 

8 10 33 38 58 59 83 83 

9 11 34 39 59 59 84 84 

10 12 35 40 60 60 85 85 

11 13 36 41 61 61 86 86 

12 15 37 42 62 62 87 87 

13 16 38 43 63 63 88 88 

14 17 39 44 64 64 89 89 

15 18 40 45 65 65 90 90 

16 20 41 46 66 66 91 91 

17 21 42 47 67 67 91 91 

18 22 43 48 68 68 93 93 

19 23 44 49 69 69 9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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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5 45 50 70 70 95 95 

21 26 46 51 71 71 96 96 

22 27 47 52 72 72 97 97 

23 28 48 53 73 73 98 98 

24 29 49 54 74 74 99 99 

25 30 50 55 75 75 100 100 

梨疏果完成前遭受冰雹害的減收推定尺度 

損傷比率 減收比率 損傷比率 減收比率 損傷比率 減收比率 損傷比率 減收比率 

1 0 26 6 51 31 76 56 

2 0 27 7 52 32 77 57 

3 0 28 8 53 33 78 58 

4 0 29 9 54 34 79 59 

5 0 30 10 55 35 80 60 

6 0 31 11 56 36 8` 61 

7 0 32 12 57 37 82 62 

8 0 33 13 58 38 83 63 

9 0 34 14 59 39 84 64 

10 0 35 15 60 40 85 65 

11 0 36 16 61 41 86 66 

12 0 37 17 62 42 87 67 

13 0 38 18 63 43 88 68 

14 0 39 19 64 44 89 69 

15 0 40 20 65 45 90 70 

16 0 41 21 66 46 91 71 

17 0 42 22 67 47 91 72 

18 0 43 23 68 48 93 73 

19 0 44 24 69 49 94 74 

20 0 45 25 70 50 95 75 

21 1 46 26 71 51 96 76 

22 2 47 27 72 52 97 77 

23 3 48 28 73 53 98 78 

24 4 49 29 74 54 99 79 

25 5 50 30 75 55 100 80 

梨疏果完成後遭受冰雹害的減收推定尺度 

損傷比率 減收比率 損傷比率 減收比率 損傷比率 減收比率 損傷比率 減收比率 

1 0 26 8 51 20 76 33 

2 0 27 8 52 21 77 33 

3 0 28 9 53 21 78 34 

4 0 29 9 54 22 79 34 

5 0 30 10 55 22 80 35 

6 0 31 10 56 23 8` 35 

7 0 32 11 57 23 82 36 

8 0 33 11 58 24 83 37 

9 0 34 12 59 24 84 38 

10 0 35 12 60 25 85 38 

11 0 36 13 61 25 86 39 

12 1 37 13 62 26 87 40 

13 1 38 14 63 26 88 41 

14 2 39 14 64 27 89 41 

15 2 40 15 65 27 90 42 

16 3 41 15 66 28 91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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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3 42 16 67 28 91 44 

18 4 43 16 68 29 93 44 

19 4 44 17 69 29 94 45 

20 5 45 17 70 30 95 46 

21 5 46 18 71 30 96 47 

22 6 47 18 72 31 97 47 

23 6 48 19 73 31 98 48 

24 7 49 19 74 32 99 49 

25 7 50 20 75 32 100 50 

(2)疏果完成時：調查著果數量乘以最近 2年的平均果實重，即為該園地的基準

收穫量。 

(3)疏果完成後至收穫期前：若發生保險事故，調查樹冠面積範圍內的落果數及

被害果數。 

(4)收穫期：調查著果數及被害果實數，換算成被害果實比率。 

樹體互助保險責任期間為 6月 1日起 1年間，將不同樹齡的樹體價格及標準

收穫金額的比例係數化，由農林水產大臣訂出樹齡係數，藉此算出理賠限額，樹

齡係數參照如下。 

 ~5年 6~10 11~15 16~20 21~25 26~30 31~35 36~40 41~ 

梨 3.5 2.0 1.8 1.7 1.6 1.5 1.3 1.0 0.4 
 

例如： 

理賠限額=(標準收穫量×每公斤價格)×樹齡係數×付保比例(40%~80%) 

             標準收穫金額 

例如：    (2000公斤×300) × 1.5  ×  80%=720,000(日圓) 

             (600,000)    (30年) 

每公斤價格為近 4年中取較平穩的 2年間農家交易價格為基礎，在考量當年

價格的起伏情形後，由農林水產省依各都道府縣定之。 

樹體互助保險理賠算法如下： 

理賠金=損害金額×(理賠限額/保險價格) 

損害金額=梨樹價格×被害棵樹 

例如： 

品種 面積 受理棵樹 樹齡 樹齡係數 標準收量 單價 付保比例 

幸水 0.1公頃 30棵 30年 1.5 2000KG 300日圓 80% 



25 

 

(受理時)    

保險價格=標準收量×單價×樹齡係數 

            2,000×300×1.5=900,000(日圓) 

理賠限額=保險價格×付保比例 

        900,000×80%=720,000(日圓) 

(被害時) 

幸水 5棵全損 

1棵價格=保險價格÷受理棵樹     900,000日圓÷30棵=30,000日圓 

損害額=1棵價格×被害棵數        30,000日圓×5棵=150,000日圓 

理賠金=損害額×付保比例         150,000日圓×80%=120,000日圓 

損害程度可分為全損(枯死、流出、滅失、埋沒及可預見無法收成的果實損

傷)及部分損害(90%以上、未滿 90%~80%以上、未滿 80%-66.7%(2/3)以上 3種) 

損害程度 全損 90%以上 90%~80% 80%~67% 

損害比例 100% 95% 85% 73% 

(損害比例取中間值) 

例如：2/3被害的有 10棵，被害棵數為 10棵×73%=7.3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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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葉縣)半抵方式被害申告通知書 

 

(千葉縣)減收總合方式逐筆調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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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葉縣)特定危險方式被害申告通知 

 

(千葉縣)特定危險方式逐筆調查-損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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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葉縣)特定危險方式逐筆調查-著果數調查 

 

(千葉縣)特定危險方式逐筆調查記錄-落果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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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葉縣)樹體互助保險逐筆調查紀錄 

 

(千葉縣)收穫互助保險梨園評價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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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心得及建議 

日本果樹互助保險制度補償的事故種類相當多元，減收總合方式的互助保險

事故除了屬於氣象原因造成果實減收或樹體受損的相關的災害，包括風水害(落

果、果實損傷)、冰雹害(果實損傷、畸形果)、旱害、寒害、雪害、暖冬害、凍

霜害、冷害、冷濕害、雨害濕潤害、雷害等，地殼變動引起的地震害、火山噴發

害(熔岩及降灰)等，甚至涵蓋國內「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排除的火災、病害、

蟲害、鳥害、獸害等，能夠兼顧農民栽培過程可能遭遇的各種風險，使得農民的

收益都能得到完整的保障。然而，全面的保障必然農民需支付較高的保險費。因

此，除了政府補助 50%的保險費外，在制度設計上鼓勵農民於果園設置各種防災

設施(包括防風網、防鳥網、防冰雹網、多功能防護網、防霜風扇、防蛾燈等)，

政府補助購置費用，並依據設置防災設施的種類，給予不同的保險費折減比率，

實質上降低農民的負擔。 

此外，隨著農民栽培技術的精進及各類防災設施的設置，使得多數的保險事

故種類是農民可以克服的，因此，參加特定危險方式的果樹互助保險成為農民主

要的選擇，由於暴風雨、冰雹害及凍霜害造成減收的事故相較之下是農民不容易

克服的，且需要繳交的保險費低於減收總合方式，此可由栃木縣加入果樹互助保

險的農民配比得到印證，90%農民選擇特定危險方式，僅有 10%參加減收總合方

式。日本的果樹互助保險制度是以果實收穫量作為理賠金支付的基礎，扣除農民

需自行負擔的風險外，完全補償農民減少的收益。因此，如何公正、精確的核實

農民的實際損害(減產)，將成為互助保險制度能否永續營運的關鍵。 

日本果樹互助保險損害評價的制度面設計分為 4個階段，由農民申請加入互

助組合成為組合員開始，依序有組合、組合連合會及農林水產省等，透過多層級

的損害評價設計，現地逐筆調查、抽樣調查及損害評價會的流程，能夠精確的反

應農民實際的損失。而且，除農林水產省外，其他階層參與的成員多具有實際栽

培果樹的農民身分，縣(都、道)級政府的角色僅為從旁督導，並不涉入互助保險

制度的營運。此外，如農民申請加入果樹互助保險繳交保險費，即成為互助組合

的組合員；互助組合聘任的損害評價員或損害評價會委員，身分為資深專業的農

民，同樣也是組合員。由於自身從事果樹栽培，對於損害與否的認定有其專業性。 



31 

 

有關日本果樹互助保險之現場損害評價技術的規劃，處處可見到日本人的嚴

謹與周延性。而且，顯然是先由農業試驗單位經年累月建立各項科學性的數據及

指標，包括(1)梨樹標準收穫量：建置不同品種於不同樹齡的收穫量，最大樹齡

可達 50年以上；(2)果實重量的推算：進行損害評價時，不可能將果實採樣秤重，

可用卡尺測量果實橫徑及縱徑，再代入不同梨品種果實重量的尺度回歸式，可得

到果實的重量；(3)果實肥大推定指數：考量到調查日期與實際採收日期的時間

差，應用果實肥大推定指數可修正為收穫日的果實重量；(4)減收推定尺度：進

行特定危險方式的現地評價調查，不同階段遭受保險事故危害的損傷比率與減收

比例間存在不同程度的落差，藉由調查的花及果實損傷比率，代入「減收推定尺

度」，可換算為實際的減收比率。國內相關的科學性數據及指標仍相當欠缺，後

續應透過科技計畫來補足這些缺口，可作為國內後續推動農業天然災害保險制度

的參考。 

有關現地逐筆勘查業務，國內現行農業天然災害救助作業流程是由鄉(鎮、

市、區)公所農業課(農經課、農建課)具高普考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現職人員負

責，該承辦人員部分具有農業技術相關類科的背景，部分屬行政類科任用人員；

承辦人員每年均會接受農糧署舉辦之災損認定教育訓練，對於勘查對象損害程度

的判定有基本的學養。然而，進行現地逐筆勘查之際，極少數公所會由數人組成

勘查小組共同判定損害程度，大多數個別園地受災作物的損害程度均由單一承辦

人員進行認定。反觀日本果樹互助保險事故的現地損害評價，由 3〜5名損害評

價員組成損害評價班，除設班長 1名外，並配置 1名組合職員協助記錄及統計工

作。由損害評價員採合議制進行損害評價，是以集體共識來判定個別園地的作物

損害程度。而且，損害評價員的身分亦為參加互助組合的農民，具有多年栽培該

類作物的實務經驗。整體而言，透過較多具有實務經驗人員參與的現地逐筆勘查，

再配合各類科學性的數據與指標，應該較能反映實際的受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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