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接續 306 期報導）

二、農業勞動力最適運用支援綜合對策業務實施綱要

「農業勞動力最適運用支援綜合對策業務實施綱要」共有 10 條，而該綱要於第一條中即敘明
其推動宗旨：「農業就業人口減少，與高齡化所導致的勞動力不足問題正在持續惡化。全年作業量
不定的農業生產，很難透過全年雇用的方式來解決農忙時期的勞動力不足問題。因此如果想實現農
地的集積和大規模化，關鍵就在於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來運用有限的勞動力。但個別經營體所能做到
的努力終究有限，而各產地目前仍未從戰略角度出發，規劃一套能確保勞動力的完整措施。有鑑於
此，本業務將為確保勞動力的各項相關措施提供支援，例如：能夠統合處理產地自主發起的勞動力
募集及派遣的系統、農務受託事業體的農務外部化、能讓援農隊暢通無阻地提供勞動力的系統等，
由此促成勞動力的最適運用」。

該綱要之推動架構可分為全國層級與地區層級，在全國層級之主政單位為農林水產省生產局，
而地區則是由各地農政局負責其業務之推動。此外，在全國層級設立「確保勞動力運用最佳化制度
協議會」，負責全國性業務的推動與協調；另在地區設置「勞動力確保戰略中心」，作為實際在地
區進行勞動力招募、調度、培育之單位（圖 6）；而各層級之組織設立、工作策略擬定計畫等則需

要依據「農業勞動力最適運用支
援綜合對策業務實施要領」執行。

根據該綱要之第二條，其所推
動的業務包括 2 類：一為農業勞動
力最適運用支援業務，其又可分為
全國推進業務和地區推進業務；二
為援農隊配對支援業務，該類業務
屬地區推進業務，而各項業務的推
進可申請政府補助，補助之要件以
及比例如表 1 所示。此外，各項業

日本農業勞動力缺乏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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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勞動力最適運用支援綜合對策
業務實施綱要」簡介（下）

註 1：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註 2：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專員。

圖 6. 日本農業勞動力最適運用支援綜合對策業務實施綱要之推動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2016，農業労働力の確保に関する現状と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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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推進之經費項目包括業務費、差旅費、設備費、酬金、薪資、委託勞務費、雜支等，其中薪資部分
主要為支付給業務執行單位為執行計畫所聘請臨時人員之薪資，而非補助給勞動力之費用。

2016 年農林水產省亦推動「農業勞動力運用最佳化支援綜合對策計畫」，該計畫屬「農業勞
動力最適運用支援綜合對策業務實施綱要」的先期推動計畫，並於 2016 年投入 2.5 億日圓經費。
由於推動「農業勞動力最適運用支援綜合對策業務實施綱要」時，在不同層級所需考量的項目不同，
若以全國層級而言，其考量項目包括：（一）農業從業人員數量減少及勞動力因高齡化等現象而不
足的狀況持續惡化，且整年作業量並未平準化，因此農業需要的是讓伴隨農地集中及大規模化等發
展而限縮的勞動力運用最佳化；（二）在全國層面實施的是評估研究今後制度發展上所需的全國共

業務種類 業務內容 業務實施單位 補助要件 補助比例

I 農業勞動力最適運用支援業務

地區推進
業務

1. 設立勞動力確保戰略中心。
2. 確保並培育勞動力。
3. 勞動力的資料庫化及配對。
4. 完善環境以降低勞動負荷。

生產局局長另行訂定之協議會等。

需同時滿足以下要件：
1. 所制定之勞動力確保最適運用活

動計畫，符合生產局局長另行訂定
之內容。

2. 業務內容所採取的措施，確實與成
果目標的達成有關。

3. 滿足生產局局長另行訂定之要件。

1/2 以內。

全國推進
業務

1. 地區追蹤型：
（1）設置或召開勞動力確保最適

運用系統檢討委員會。
（2）蒐集整理全國各地與勞動力

確保相關的活動資訊。
（3）建構能與 I 之 1 及 II 所載的業

務實施主體展開合作的機制。
（4）活動成果的報告及普及。
2. 課題解決型：
（1）設置或召開負責解決課題的檢

討委員會。
（2）調查勞動力確保的相關課題。
（3）探討勞動力確保相關課題的

解決方式。
（4）活動成果的報告及普及。

1. 協議會（需滿足生產局局長另行訂定之
要件）。

2. 民間企業。
3. 公益社團法人。
4. 一般社團法人。
5. 公益財團法人。
6. 一般財團法人。
7. 協同組合。
8. 企業組合。
9.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10. 學校法人。
11. 特殊法人。
12. 認可法人。

需同時滿足以下要件：
1. 業務內容所採取的措施，確實與成

果目標的達成有關。
2. 滿足生產局局長另行訂定之要件。

定額。

業務種類 業務內容 業務實施單位 補助要件 補助比例

II 援農隊配對支援業務

地區推進
業務

1. 勞動力供給系統的檢討與建構支援
（1）掌握地區狀況。
（2）援農者的招募支援。
2. 為援農者實施研習或講座。
3. 援農者的組織化。

1. 協議會（需滿足生產局局長另行訂定之
要件）。

2. 都道府縣。
3. 市鎮村。
4. 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
5. 農業協同組合。
6. 國營公司（由地方公共團體出資的法人）。
7. 土地改良區。
8. 農業組合法人。
9. 農業組合法人以外的農地所有適格法人。
10. 特定農業團體。
11. 其他農業者組織的團體（有規定代表

者，且有訂定組織及營運章程的團體）。
12. 事業協同組合聯合會及事業協同組合。
13.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需同時滿足以下要件：
1. 所制定之配對支援活動計畫，符合

生產局局長另行訂定之內容。
2. 業務內容所採取的措施，確實與成

果目標的達成有關。
3. 滿足生產局局長另行訂定之要件。

1/2 以內。
（若為 2015
年度根據「產
地活化實施
綱要」獲得選
定之業務，則
為定額）。

表 1. 農業勞動力最適運用支援綜合對策之業務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2016，農業勞動力最適運用支援綜合對策業務實施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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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課題，除蒐集與提供各產地採行措施的資訊之外，還需推行產地之間的勞動力彈性運用；（三）在
產地層面，建立由生產者團體及市町村等相關人士組成的「勞動力確保戰略中心」，負責招募勞動人
力與派遣至產地，以發展農業服務事業來支持農務外包，並由地區性的援農隊確保地區農業勞動力的
自主性。

而在地方層級則需對地區之勞動力需求、種類進行評估與瞭解，不同產區可能因栽種作物、整體
地區產業發展狀態、和都市距離的差異，使其在制定相關農業勞動力支援策略時採用不同的模式，因
此在地區層級評估與制定農業勞動力最適運用支援業務時考量項目包括：

（一）部分的田間作業會隨規模擴大而造成農民的作業負擔，而不同類型的農作物亦有所差異（表 2），
因此在掌握勞動力的同時，也要考慮到各產地會產生作業負擔的項目，並據以進行勞動力的調度。

（二）各類農作的務農作業所需人才與技術不同：務農作業所需人才數量與所需技術會依作物品項與作
業內容而有差異，例如果樹栽培多需仰賴人力，且其所需要的技術水準又因務農作業內容而有差
異。此外，土地利用型的務農作業是以農機操作為主，因此需要少量但具有技術的人力（圖 6）。

（三）各類務農作業為獲取人力所需採行的措施：掌握各產地所需勞動力後，另需考慮會影響取得農
業人才或勞動力以及與新領域或地區合作可能性之因素，並評估招募與運用人力的執行措施。
其中，在人才招募與運用所採取的措施包括：1. 經由就業服務單位徵人；2. 經由免費職業介紹
計畫徵人；3. 招募志工；4. 都市與農村交流等措施。

除利用上述方式於地區召募取得農業勞動力與建構人力支援制度外，由於各地區環境條件
不同，在同一補助制度下亦可能發展多樣化的運作模式，日本亦透過本計畫蒐集農業勞動力支
援案例，以建立執行模範制度。過去日本各地雖已有因應實況來獲取勞動力的各種措施，但皆

農作類型 主要構成負擔的作業 課題

水田耕作

‧移植
‧除草
‧供水管理
‧收成

‧適合施作的期間短，作業集中而為擴大規模即需分散耕作期。
‧長高的畦畔雜草、具危險性的坡面除草作業的負擔大。
‧未自動化發展，在日常期間就需人力。
‧作業期間集中，若要擴大規模即需勞動力。

旱田耕作
‧耕作、整地
‧播種、移植
‧收成

‧為擴大規模就需要能從事耕作與整地作業的熟練技術。
‧適合作業的期間短，作業集中而要擴大規模即需分散耕作期間。
‧作業期間集中，若要擴大規模即需勞動力。

露天蔬菜耕作
‧防治病蟲害
‧收成、依需求調整、出貨

‧灑農藥的次數多，作業負擔重，畝間除草需要大量作業時間。
‧仰賴人工作業的作物項目多，像是葉菜類等作物，需花大量時間處理可採收

的作物對作業人員的負擔沉重。

果樹

‧剪枝
‧授粉、摘花
‧防治病蟲害
‧收成、依需求調整、出貨

‧需熟練技術以適度保持品質與收成量。
‧仰賴人工作業的作物項目多，作業負擔重。
‧灑農藥的次數多，作業負擔重。
‧仰賴人工作業，斜坡上的收成與搬運還有要不斷舉起手臂的作業也多，給身

體帶來沉重負擔。

表 2. 不同農作類型會因擴大規模而成為負擔的作業項目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2016，農業労働力の確保に関する現状と課題。

2018 / 01
NO.307

65



僅止於農業產地的部分地區或單
一農業生產法人個案，尚未發展
成可解決國家整體農業人力不足
的方案。因此，日本亦結合這些
目前已實行的優質實例，讓各產
地參考並激發創意，以建立「可
獲取勞動力的模範制度」，並朝
全國規模發展。

如部分地區之農業勞動力支
援單位透過組織援農隊來協助農
忙期的勞動力需求，以日本蜜柑產區為例，由於蜜柑栽種地區集中，因此在採收期等農忙時
期要取得勞動力相當困難，因此透過由縣、農會、市町等設立產地協議會。該協議會除建立
人才供應機制的措施外，還評估研究前往農家的移動方式與住宿場所等收容機制，大量招募
來自北日本、首都圈等地的新進援農人員。除了讓前來協助農務的人員參加講習外，也指導
獲得協助的農家面對人力協助的心理準備。

此外，採用不同業別的合作亦為取得農業勞動力或減少農業勞動力需求之方法，日本目
前之相關案例即透過農機具銷售業者成立農業生產法人，其除經營公司本身的農場外，還承
攬插秧或除草等作業，前除上述作業外，亦可將農業機具出租給農家並依農家要求提供附操
作人員的外包項目。而蔬菜的物流公司設立屬農業生產法人的子公司，其除運送蔬菜外，還
受託處理由生產者團體經手的契作蔬菜出貨調整等作業 3，該些模式皆為解決農業勞動力缺乏
的優良模式。

三、結論

我國農業部門長久以來存在產業勞動力持續減少以及老化等問題，近年來我國政府已積極推動
青年農民輔導以及解決季節性缺工之各項政策，如本年度我國培育 11 團農業專業技術團以協助農民
季節性具技術門檻之農務需求，並透過我國既有之農民組織作為勞動力調度單位。而日本與我國農
業環境相近，且在農業上經營規模與遭遇困難亦有共同點，其自 2016 年開始推動的「農業勞動力
最適運用支援綜合對策業務實施綱要」針對農業勞動力支援體系以全國與地區之層級進行協調合作，
並且藉由蒐集各地區民間自行推動的優良模式來建構範例，並解析其推動於全國或其他地區之可能
性，藉此刺激與積極推動全國性的農業勞動力支援模式發展，其亦可提供我國另一種農業勞動力支
援參考。

註 3：日本農林水產省，2016，農業労働力の確保に関する現状と課題。

圖 7. 擴大規模後主要造成負擔的作業。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2016，農業労働力の確保に関する現
状と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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