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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與目的 

一、 摘要 

「亞洲生產力組織（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簡稱 APO）」為我

國積極參與之國際組織（我國為創始會員國之一），該組織每年配合各會員

國經濟發展之實際需要，擬定工作計畫，針對特定重要議題，透過考察團、

研討會、講習會、訓練班、個別研習，或指派專家赴各國進行指導，期以協

助各會員國工、農及服務業提高生產力。 

本次會議主要係延續 2013年進行「亞洲農業政策研究」的計畫，當時

參加會員國為我國、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及泰國，主要研究範

疇為亞洲會員國近幾年之農業政策趨勢、估計「生產者支持估計量」

（Producer Support Estimate，簡稱 PSE）指數與應用，並且摘錄參加會員國

之專家研究報告。而本次會議除了進行 PSE更新外，亦與各會員國之專家討

論 PSE估計模型之修正方向，以符合國際上研究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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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的 

長久以來，APO與會員國進行之交流模式，主要係透過辦理研討會方式

舉行，為期數日或數週，各會員國均推派專家學者出席，並進行各國相關議

題之簡報，其模式與演講類似，並未針對某個議題進行研究，且亦未將其成

果印刷成刊物。該模式之運作，僅能將研究之能量提供至專家本身，未能將

其研究能量擴散至各界參考。 

而前次研討會所進行之研究成果，APO 將其印刷成刊物，並提供給各會

員國與相關政府部門參考，有助於相關農業政策之調整，獲各會員國肯定。

APO為擴展其研究能量之影響力，續辦此計畫，並規劃將再出版刊物，提供

各界參考。 

此外本研究首次於 2003 年舉行，並於 2008 及 2013 年舉行第 2次與第

3 次之研究會議，然會員國可能因為研究能量不足、統計資料未齊全或其他

種種因素，未能推派專家出席此研究會議，故導致每次研究會議參與之專家

均有所不同。我國為歷次研究會議中均有推派專家學者出席之會員國之一，

而本次會議較前次會議新增斯里蘭卡與 OECD專家，並新增緬甸為觀察員之

身分，除更新 PSE之研究成果外，亦期望透過長年參與專家之分享，輔助新

加入之專家進行本次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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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參與成員 

表一、亞洲農業政策研究各會員國參加名單 

序號 國家 姓名 職稱 單位 

1 中華民國 陳郁蕙 教授 
臺灣大學農業經

濟系 

2 印度 
Mr. Avinash K. 

Srivastava 
輔助秘書 

印度農業部農業

與合作處 

3 馬來西亞 

Dr. Tengku 

Mohd Ariff 

Tengku Ahmad 

主任 
馬來西亞農業研

究和發展研究所 

4 巴西斯坦 
Dr. Abdul 

Salam 
教授 

巴基斯坦聯邦烏

爾都語藝術、科

學與技術大學 

5 斯里蘭卡 

Dr. Rasnayaka 

Mudiyanselage 

Herath 

資深農業 

經濟學家 

斯里蘭卡農業部

社會經濟學和規

劃中心 

6 泰國 
Dr. Boonjit 

Titapiwatanakun 
教授 

泰國農業大學經

濟學院農業和資

源經濟學系 

以下為觀察員身份 

7 
中華民國 張大川 科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企劃處 

8 
緬甸 

Mr. Kenichiro 

Kobayashi 
專家 

緬甸農業與灌溉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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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與行程 

表二、亞洲農業政策研究行程表 

日期 時間 內容 報告人 

2015/7/22 

09:30-09:50 開幕會議 APO代表 

09:50-10:00 休息  

10:00-10:20 
報告： 

本計畫研究方向 
APO代表 

10:20-11:00 

報告： 

OECD使用生產者支持估計量於

政策分析與監測之成果 

OECD代表 

11:00-12:00 
報告： 

APO農業研究的主要結論與回饋 
APO代表 

12:00-13:00 午餐  

13:00-13:40 
報告： 

近年東協國家農業政策的轉變 
Dr. Boonjit(泰國) 

13:40-14:40 

報告： 

APO農業政策之研究中主要發現

與學習 

陳郁蕙教授 

14:40-15:00 休息  

15:00-16:20 
報告： 

近年國際農業政策的轉變 

各國專家(印度、

馬來西亞、巴基

斯坦、斯里蘭卡) 

16:20-17:00 討論與總結  

2015/7/23 

09:00-10:00 
報告： 

亞洲農業政策研究概況 
APO代表 

10:00-10:2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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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2:00 

報告： 

亞洲農業政策研究新的架構與分

析框架 

APO代表 

12:00-13:30 午餐  

13:30-15:30 
報告： 

新修訂之研究指南與 APO參考 
APO代表 

15:30-15:45 休息  

15:45-17:00 討論與總結  

2015/7/24 

09:00-10:30 
報告： 

各國簡報與討論 

各國專家(泰國、

馬來西亞、我國) 

10:30-10:45 休息  

10:45-12:15 
報告： 

各國簡報與討論 

各國專家(印度、

巴基斯坦、斯里

蘭卡) 

12:15-13:30 午餐  

13:30-16:00 共同研究方法之建立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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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與紀要 

一、PSE的使用 

農業支持指標大多係以不同目標間的價差，來衡量各種政策干預的影響

程度，而在眾多的農業支持指標中，PSE由於估計的合理性與使用上的便利

性，遂成為農業支持相關的研究中，最廣為使用的指標之一（陳厚傑, 2010；

Josling & Tangermann, 1989）。在 1987 年 OECD接受以 PSE作為各國農業支

持程度的衡量指標後，OECD每年皆對其會員國以及觀察員國進行PSE監測，

因此 PSE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長期、有系統且參加國家數眾多之農業支持估

計指標（陳厚傑, 2010；Josling & Valdes, 2004；Melyukhina, 2008）。 

考慮到 PSE為長期且多數國家均使用之估計指標，APO亦選擇以 OECD

選定的 PSE來估計其會員國之農業支持程度，而相對於 WTO所採用的農業

境內總支持（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 簡稱 AMS），PSE擁有更多

理論基礎，計算消費者、納稅人及生產者間之所得移轉，並且嘗試納入所有

農業補貼措施，以用於檢視各國農業政策。 

二、PSE估計結果 

我國 1990年至 2007 年間 PSE水準平均為 740億元，而 PSE 比例（PSE

除以農民收入毛額之比例，用於國際間之比較）平均為 26.2%，與 OECD所

計算的13個國家相比，我國相當於第7位（依序為瑞士68.61%、挪威68.25%、

冰島 66.36%、韓國 65.98、日本 56.13%、歐盟 34.08%、臺灣 26.21%、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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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21.78%、土耳其 21.34%墨西哥 17.40%與美國 16.68%）（陳厚傑,2010）。

另外依據前次 APO所辦「亞洲農業政策研究」計畫研究成果，我國 2008年

PSE 比例約為 26%，在參與研究的 6個 APO會員國中排名首位（日、韓另由

OECD 估算，比我國高），其他會員國 PSE 比例依序為馬來西亞、印尼、泰國、

印度及巴基斯坦。 

 

三、其研究活動共分四階段進行： 

階段 預計時間 里程碑 

1 2015/7/22~7/24 

協調會議：與各會員國專家學者共同討論

並規範研究之標準 

2 2015/7~2016/3 

計算 PSE報告：由各專家計算並更新各會

員國之 PSE數值 

3 2016/4~2016/12 

計算結果呈現：各專家需將研究成果進行

報告，並由國際專家負責檢視其與其他會

員國之結果之一致性，同時彙整所提供資

料，以利出版刊物 

4 2017/1~2017/3 編輯與印刷：完成編輯與出版刊物 

1. 第 1階段：協調會議（2015/7/22~7/24） 

本階段係透過與各會員國專家學者進行溝通討論、重新檢視研究方法，

取得一定共識基礎，以利未來估計 PSE 時能有一致的準則。除此之外，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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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未來此研究成果所出版刊物之結構，方便出版刊物時格式一致。 

2. 第 2階段：研究 PSE報告（2015/7~2016/3） 

本階段主要係由各會員國專家學者負責蒐集可靠的資料，初步計算 PSE

數值，並用此來分析農業政策在農業的生產、消費和交易、市場價格等層面

的支持程度。此外，在此階段 APO負責本計畫的首席學者與國際上專家將

會提供諮詢服務，以期本研究成果與 OECD 的方法趨於一致性。 

3. 第 3階段：計算結果呈現（2016/4~2016/12） 

本階段各會員國專家學者需將所計算之 PSE於會議上討論，同時分析各

國 PSE之水準。此外為使研究之結果有其可信程度，各國專家學者需將研究

之數據提供國際學者檢驗。最後於會議上需討論出版刊物之結案報告。 

4. 第 4階段： 

本階段將最後討論之結案報告進行語法之校正、設計與排版後，將其出

刊成為「亞洲農業政策研究第二版」，並提供給各會員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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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與心得與建議 

一、 參與心得 

1. PSE 係目前國際上多數國家或組織用來估算全部農業支持水準之有效指標，

APO與 OECD組織等均已用此指標進行長期的分析與比較各國之間的水準。

在計算 PSE指標上，需要蒐集大量且精確的數值，其中不僅僅只有農業類的

統計數據，亦包含其他如財政、稅務、匯率等其他業務機關所公布之資料。

我國相關資料之建立相對完整，蒐集利用較其他會員國便利，爰本次會議中

主要係擔任經驗分享之角色，提供其他會員國有效率之估計方法。 

2. 我國 PSE之水準與 OECD估計的 13個國家比較，相當於第 7位，亦低於

OECD會員國之平均值，且我國該數值亦呈現小幅度降低之趨勢。由此可見，

我國在農業支持之力道已經逐年有所調整，亦符合 WTO組織要求逐漸降低

農業支持之精神。雖我國 PSE之水準在與參與研究的 6個 APO會員國之中

排名最高，並未表示我國相較於其他 APO會員國對農業支持力道較大，其

原因可能係我國建立資料相對完整，已儘可能把各種農業支持政策都確實涵

括；而其他國家相關數據分散在各機關中，在蒐集統計資料上可能有其難度，

以致某些農業支持政策之保護效果未確實涵括，例如部分國家並未建置相關

統計數據，需參考由全球大型農業組織所提供之統計數據，方能計算該國之

PSE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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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與建議 

1. 我國長年參與 APO組織之計畫，已有諸多成效，本次估算 PSE之計畫亦被

視為可擴大影響 APO 會員國決策之重要數據，在其估算上勢必需投入研究

較多研究能力與成本，而在估計上我國業已多次推派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

系陳郁蕙教授擔任專家，負責蒐集相關資料與進行長期之分析，未來如需更

新年度資料，則建議需與教授密切聯繫與配合，以期估計之結果具有一致性。

倘未來如未能推派資深專家出席會議時，應將估計結果所需之邏輯、蒐集資

料種類、研究分類方法等訊息傳承下去，以利計畫延續進行。 

2. APO為我國長年參與之國際組織，且我國亦為創始會員國之一，在 APO組

織中具有一定影響力，且多次協助其會員國相關專家學者來臺學習我國農業

經驗，拓展我國農業外交能力。倘未來 APO因財務及國際因素等，邀請中

國大陸入會，恐將影響我國在 APO組織中之地位，故應對各國加強我國之

影響力，如多推派政府官員或學者參與各項計畫，協助各會員國共同完成

APO所訂課題，亦建議積極推薦國人擔任 APO職員，展現我國之貢獻及鞏

固我國之會員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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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參與照片 

 

圖一、APO專家Dr. Kunio Tsubota專家報告 

 

 

圖二、OECD學者Dr. Olga Melyukhina專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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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泰國學者 Dr. Boonjit Titapiwatanakun 專家報告 

 

 

圖四、我國學者陳郁蕙教授專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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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我國學者陳郁蕙教授研究成果報告 

 

 

圖六、各國專家學者團體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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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基斯坦專家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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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專家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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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馬來西亞專家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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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斯里蘭卡專家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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