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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註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室。

壹、農業生產

一、 稻米
去（110）年第2期作計畫種植面

積為105,600公頃﹐初步統計種植面
積為96,254公頃﹐較計畫種植面積
減少9,346公頃（-8.85%）﹐較109年
同期作103,143公頃減少6,889公頃
（-6.68%）；估計稻穀每公頃平均產量
6,131公斤﹐較109年同期作6,152
公斤減少21公斤（-0.34%）；估計稻
穀總產量590,134公噸﹐較109年同
期作減少36,667公噸（-5.85%）。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本
（111）年3月2日發布之臺灣地區稻作
生育情形旬報表（第2231期）﹐截至本
年2月28日止﹐第1期作除大臺北地
區外﹐其餘地區陸續整地插秧中﹐已
插秧111,779公頃。北部地區早植稻
開始插秧；中部彰化地區進入插秧盛
期﹐南投及雲林地區插秧近尾聲；南
部嘉南及高雄地區插秧近尾聲﹐屏東
地區除恆春洋蔥區尚未插秧外﹐餘均
插秧結束；東部宜蘭及花蓮地區進入
插秧盛期﹐臺東地區插秧近尾聲。

鑑於近來氣候異常頻仍﹐第1期
稻作時常面臨供水不穩定風險﹐經綜
合考量﹐針對水資源競用區：石門水
庫、寶山水庫（上坪堰）、明德水庫、
鯉魚潭水庫（下游灌區）、石岡壩（部
分灌區）及曾文—烏山頭水庫等6個
水庫灌區土地﹐選定灌溉系統﹐實施
111年水資源競用區大區輪作措施﹐
藉由政策引導農民及早因應氣候變遷
調整耕作模式﹐將第1期稻作改種植
旱作物或配合枯豐水期調整水稻種植
期間﹐以維持糧食安全、糧價穩定與
確保農民收益﹐並兼具強化枯水期農
業節水效能及整體產業供水穩定。

二、 蔬菜
111年1月主要市場蔬菜交易量

為12萬3,017公噸﹐本月因冬季蔬菜
採收順利﹐致整體市場到貨量較上月
增加8,474公噸（+7.4%）﹐與上年同
月比較亦增加15.3%。

就各大類蔬菜之交易情形觀察
（表1）：
（一）     葉菜類之市場交易量為 5 萬

6,434公噸﹐占市場總交易量

111 年 1 月農業產銷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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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11年1月主要果菜市場各主要蔬菜交易量

品名類別 交易數量
（公噸）

占總交易量
百分比（%）

增減百分比（%）
與上月
比較

與上年
同月比較

巿場總合計 123,017	 100.0	 7.4	 15.3	

葉菜類小計 56,434	 45.9	 (100.0) 7.2	 17.7	

甘藍 24,887 20.2 (44.1) 6.9 26.0 

包心白菜 9,923 8.1 (17.6) 1.9 6.3 

菠菜 3,707 3.0 (6.6) 30.4 10.9 

萵苣菜 3,439 2.8 (6.1) -1.1 12.5 

芥菜 3,115 2.5 (5.5) 69.0 23.6 

小白菜 2,302 1.9 (4.1) -13.8 -12.0 

芹菜 1,791 1.5 (3.2) 24.7 62.2 

茼蒿 1,669 1.4 (3.0) 2.9 69.4 

青江白菜 1,602 1.3 (2.8) 3.8 -0.6 

蕹菜 542 0.4 (1.0) -20.4 15.2 

花果菜類小計 30,841	 25.1	 (100.0) -1.2	 18.6	

花椰菜 6,621 5.4 (21.5) -6.6 -11.5 

番茄 4,398 3.6 (14.3) 21.1 47.3 

玉米 3,753 3.1 (12.2) 7.1 24.5 

花胡瓜 2,148 1.7 (7.0) 2.5 13.7 

甜椒 1,878 1.5 (6.1) 14.0 44.7 

胡瓜 1,597 1.3 (5.2) 5.9 38.4 

敏豆(四季豆) 1,235 1.0 (4.0) 4.9 26.6 

苦瓜 1,205 1.0 (3.9) -37.6 15.8 

茄子 1,205 1.0 (3.9) -18.6 8.0 

絲瓜 1,111 0.9 (3.6) -22.7 13.8 

豌豆 936 0.8 (3.0) 103.7 48.4 

菜豆（豇豆） 143 0.1 (0.5) -8.2 17.8 

根莖菜類小計 31,761	 25.8	 (100.0) 17.4	 9.6	

蘿蔔 11,089 9.0 (34.9) 27.5 40.9 

胡蘿蔔 4,580 3.7 (14.4) 4.5 10.0 

青蔥 2,421 2.0 (7.6) 16.0 -10.8 

洋蔥 1,908 1.6 (6.0) 9.4 -31.0 

大蒜 1,714 1.4 (5.4) 127.1 74.6 

球莖甘藍 1,597 1.3 (5.0) -2.6 19.5 

馬鈴薯 1,037 0.8 (3.3) -1.0 -6.3 

韮菜 530 0.4 (1.7) 6.6 9.3 

竹筍 287 0.2 (0.9) -7.0 39.7 

茭白筍 271 0.2 (0.9) -16.7 30.7 

韮菜花 60 0.0 (0.2) 17.1 -9.5 

註： 1. 本表各大類品項因未計入其他蔬菜，故各大類小計加總不等於市場總合計。
2. 本表主要統計臺北一、臺北二、三重區、桃園市、臺中市、永靖鄉、溪

湖鎮、南投市、西螺鎮、高雄市、鳳山區、屏東市、臺東市、花蓮市等
14 處果菜市場資料。

資料來源：農產品交易行情站。

45.9%﹐交易量較多者為甘
藍2萬 4,887公噸﹐占葉菜
類總交易量 44 . 1%﹐其次
為包心白菜9,923公噸﹐占
17.6%。若與上月比較﹐1月
葉菜類市場交易量增加3,798
公噸（+7.2%）﹐其中應景年
節菜種之芥菜﹐到貨量增加
69.0%﹐性喜冷涼之菠菜及芹
菜﹐到貨量分別增加30.4%
及24.7%﹐另蕹菜因非值盛
產期﹐到貨量則減少20.4%。

（二）     花果菜類之市場交易量為3
萬841公噸﹐占市場總交易
量25.1%﹐其中花椰菜6,621
公噸﹐占花果菜類總交易量
21.5%最多﹐其次為番茄（占
14.3%）及玉米（占12.2%）。
若與上月比較﹐1月花果菜
類市場交易量減少385公噸
（-1.2%）﹐其中豌豆正值盛
產期﹐到貨量增加1.0倍﹐
番茄及甜椒亦增加21.1%及
14.0%﹐另苦瓜及絲瓜因進
入淡產期﹐到貨量則減少
37.6%及22.7%。

（三）     根莖菜類之市場交易量為3萬
1,761公噸﹐占市場總交易量
25.8%﹐交易量占根莖菜類
較多者為蘿蔔1萬1,089公噸
（占34.9%）及胡蘿蔔4,580
公噸（占14.4%）﹐其次依序
為青蔥（占7.6%）、洋蔥（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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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11年1月主要果菜市場各主要青果交易量

註：1. 本表因未計入其他果品，故各品項加總不等於市場總合計。
2. 本表主要統計臺北一、臺北二、三重區、桃園市、臺中市、

東勢區、南投市、嘉義市、高雄市、鳳山區及臺東市等 11 處
果菜市場資料。

資料來源：農產品交易行情站。

品名類別 交易數量
（公噸）

占總交易量
百分比
（%）

增減百分比（%）

與上月比較 與上年同
月比較

市場總合計 47,547	 100.0	 14.0	 12.4	
桶柑 4,962 10.4 958.2 58.7 
椪柑 4,727 9.9 -40.8 33.8 
棗子 3,978 8.4 1110.2 22.9 
小番茄 3,095 6.5 33.0 41.0 
番石榴 3,042 6.4 0.9 -20.9 
木瓜 2,880 6.1 1.3 -8.2 
柳橙 2,700 5.7 -12.1 -9.2 
鳳梨 2,332 4.9 105.1 58.6 
蓮霧 2,330 4.9 28.3 1.5 
香蕉 2,312 4.9 -6.9 -28.7 
釋迦 1,784 3.8 30.9 62.9 
洋香瓜 1,065 2.2 -51.0 23.3 
梨 1,008 2.1 -44.8 -8.1 
葡萄 704 1.5 -26.8 -38.8 
大西瓜 691 1.5 -31.6 17.5 
檸檬 400 0.8 -15.0 -18.3 
柿子 213 0.4 -90.5 -45.1 
甘蔗 146 0.3 2.6 -12.1 
楊桃 102 0.2 38.1 -37.5 

月青果市場整體總交易量較上月增加
5,823公噸（+14.0%）﹐較上年同月
亦增加12.4%。

就單項果品觀察﹐市場到貨量以
桶柑占青果總交易量10.4%最多﹐其
次依序為椪柑（占9.9%）、棗子（占
8.4%）、小番茄（占6.5%）、番石榴
（占6.4%）、木瓜（占6.1%）、柳橙
（占5.7%）、鳳梨及蓮霧及香蕉（均占
4.9%）。若與上月比較﹐棗子因正逢產
期﹐到貨量較上月增加11.1倍﹐桶柑
及鳳梨亦分別增加9.6倍及1.1倍﹐另
柿子及洋香瓜則因產期漸入尾聲﹐到
貨量分別減少90.5%及51.0%（表2）。

四、毛豬
111年1月臺灣地區家畜（肉品）

巿場毛豬交易頭數69萬5,829頭﹐較
上月增加8萬2,693頭（+13.5%）﹐
若與上年同月比較﹐交易量亦增加6
萬6,001頭（+10.5%）（表3）。另就
每頭毛豬交易平均重量觀察﹐豬隻每
頭交易平均重量125.3公斤﹐較上月
125.9公斤減少0.6公斤﹐較上年同月
125.7公斤亦減少0.4公斤。

貳、 農產價格

一、蓬萊稻穀
1月蓬萊稻穀產地價格平均每公

斤22.4元﹐與上月（109年12月）相
仿；與上年同月比較﹐價格上漲0.8%
（表4）。

6.0%）、大蒜（占5.4%）、球莖
甘藍（占5.0%）。若與上月比
較﹐1月根莖菜類市場交易量
增加4,716公噸（+17.4%）﹐其
中大蒜正值採收期﹐到貨量增
加1.3倍﹐蘿蔔及青蔥亦增加
27.5%及16.0%﹐另茭白筍及竹
筍因產期已到尾聲﹐到貨量則分
別減少16.7%及7.0%。

三、水果
111年1月主要果菜批發市場青

果交易數量4萬7,547公噸﹐本月因
祭祀及春節送禮需求帶動影響﹐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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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豬
1月家畜（肉品）市場毛豬交易價

格平均每公斤76.0元﹐較上月上漲
0.7%；與上年同月比較﹐價格略漲
0.1%（表4）。

三、 肉雞
1月白肉雞產地價格平均每公斤

52.3元﹐較上月下跌0.9%；與上年
同月比較﹐受進口量減少及生產成本
增加影響﹐價格上漲16.9%（表4）。

四、 雞蛋
1 月雞蛋產地價格平均每公斤

56.6元﹐較上月上漲2.5%﹐主係冬
令氣候日夜溫差大﹐又值寒流來襲﹐
雞蛋產量減少﹐加上消費需求增加
所致；與上年同月比較﹐因生產成
本增加及需求強﹐價格上漲24.0% 
（表4）。

五、 蔬菜
1月中南部蔬菜產區天氣平順﹐

各類冬季蔬菜生長良好﹐各單項產
品價格與上月比較﹐跌多漲少﹐其
中番茄逢產期量增﹐產地價格下跌
45.4%﹐結球白菜亦有36.9%的跌
幅；茄子則因供應量減少﹐產地價格
上漲57.8%。若與上年同月比較﹐除
洋蔥因比較基期低價漲42.7%外﹐
餘均下跌﹐其中甘藍因比較基期受
天候影響量少價高﹐產地價格下
跌57.9%；番茄亦有49.4%的跌幅 
（表4）。

六、 水果
1月氣溫下降﹐果實成熟趨緩﹐

品質不一﹐各單項產品價格與上月比
較﹐跌多漲少﹐其中木瓜產量趨增﹐
品質參差不齊﹐產地價格下跌23.8%
外﹐番石榴需求減價跌 20 . 7%；
葡萄因供應量減少﹐產地價格上漲
10.3%。若與上年同月比較﹐除椪柑
及桶柑因供應量增加﹐產地價格分
別下跌17.4%及15.7%外﹐餘均上
漲。其中青香蕉因比較基期低﹐產地
價格上漲2倍；番石榴因供量減亦漲
51.6%（表4）。

七、 落花生
1月落花生產地價格平均每公斤

74.0元﹐較上月下跌0.6%；與上年
同月比較﹐因比較基期低﹐產地價格
上漲46.7%（表4）。

表3. 毛豬交易頭數  

資料來源：畜產行情資訊網。

年（月）別 家畜市場
交易頭數

較上月
增減率（%）

較上年同期
增減率（%）

110 年

1 月 629,828 0.0 0.9 
2 月 460,348 -26.9 -16.6 
3 月 643,881 39.9 3.3 
4 月 561,965 -12.7 -1.7 
5 月 566,843 0.9 0.4 
6 月 534,895 -5.6 1.1 
7 月 543,965 1.7 -4.9 
8 月 525,555 -3.4 -7.5 
9 月 553,886 5.4 -2.4 
10 月 550,220 -0.7 -2.6 
11 月 569,034 3.4 -0.8 
12 月 613,136 7.8 -2.6 

111 年 1 月 695,829 13.5 10.5 

單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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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蓬萊及農產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2. 水產品：漁產品全球資訊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3. 毛豬：畜產行情資訊網。
 4. 肉雞、雞蛋：養雞協會。

表4. 111年1月主要農產品產地價格變動分析 單位：元／公斤；元／支

項目 111 年 1 月 與上月比較
（%）

與上年同月
比較（%）

蓬萊稻穀 22.4	 0.0	 0.8	
畜產品
毛豬 　 76.0 0.7 0.1 
肉雞 　 52.3 -0.9 16.9 
雞蛋 　 56.6 2.5 24.0 
蔬菜
蘿蔔 （中等） 7.0 -6.7 -43.3 
洋蔥 （內銷） 16.6 -17.0 42.7 
甘藍 （中等） 9.5 -14.5 -57.9 
白菜 （小白菜） 16.4 37.1 -31.9 
結球白菜 （山東白） 9.0 -36.9 -47.1 
菠菜 （中等） 18.5 -32.1 -48.3 
花椰菜 （白骨） 22.2 -9.7 -36.3 
茄子 （中等） 30.3 57.8 -14.8 
番茄 （黑柿） 20.5 -45.4 -49.4 
敏豆 （中等） 60.9 -7.1 -31.1 
水果
青香蕉 （內銷） 42.7 -3.2 198.2 
椪柑 （中等） 31.7 2.8 -17.4 
桶柑 （中等） 31.7 - -15.7 
柳橙 （中等） 23.1 5.9 36.3 
番石榴 （珍珠拔） 48.7 -20.7 51.6 
蓮霧 （中等） 91.2 -0.5 26.4 
葡萄 （巨峰種） 74.8 10.3 19.5 
木瓜 （中等） 28.8 -23.8 19.6 
棗子 （中等） 80.9 -16.6 17.0 
番荔枝 （中等） 68.5 -10.9 1.6 
落花生 74.0	 -0.6	 46.7	
花卉
菊花 （大菊） 7.0 6.2 -2.9 
玫瑰 8.8 38.5 21.9 
唐菖蒲 5.1 13.9 -16.4 
火鶴 11.6 -1.3 -20.4 
香水百合 30.5 -0.5 -22.9 
文心蘭 8.9 25.5 6.6 
香石竹 5.7 33.3 1.3 
水產品
虱目魚 79.3 4.9 26.3 
吳郭魚 56.1 4.3 14.0 
加臘 215.9 3.3 43.2 
赤宗 172.5 0.3 -14.4 
白鯧 394.1 74.7 2.8 
旗魚 （黑皮旗魚） 154.0 -20.1 4.6 
鮪魚 （黃鰭鮪） 244.8 -31.0 32.3 
鯖魚 24.4 3.0 -24.9 
牡蠣 91.6 -0.8 -12.6 
文蛤 104.9 -8.0 8.6 

八、 花卉
1月漸近農曆春節﹐用花需求主

要為傳統祭祀及應節花卉﹐各單項產
品產地價格與上月比較﹐漲多跌少﹐
其中玫瑰因供應量減少﹐產地價格上
漲 38.5%﹐香石竹亦有 33.3%的漲
幅。若與上年同月比較﹐跌多漲少﹐
其中香水百合及火鶴因供應量增加﹐
產地價格分別下跌22.9%及20.4%；
玫瑰則因供應量減少﹐產地價格上漲
21.9%（表4）。

九、 水產品
1月水產品產地批發價格與上月比

較﹐漲多跌少。其中白鯧因年節需求
增﹐產地批發價格上漲74.7%；黃鰭
鮪及黑皮旗魚則因供量增﹐價格分別
下跌31.0%及20.1%。若與上年同月
比較﹐漲多跌少﹐其中加臘因比較基
期低﹐價格上漲43.2%；鯖魚因需求
減﹐價格下跌24.9%（表4）。

參、 農業物價指數

一、     農民生產所得物價：1月總指數
97.7﹐較上（110）年12月下跌
4.3%﹐其中農產類指數跌7.6%﹐
畜產品類指數上漲0.7%；若與上
（110）年同月相較﹐亦下跌0.7%。

（一）     農產類：1月指數90.7﹐較上月
98.1下跌7.6%﹐所含5項中分類
指數﹐變動較大者為蔬菜類下跌
16.1%﹐係因中南部蔬菜產區天氣
晴朗﹐各類冬季蔬菜生長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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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貨量充裕﹐致番茄、青蒜、青蔥、
甘藍、結球白菜、胡蘿蔔、草莓、花
椰菜、洋蔥、菠菜、豌豆、辣椒、
芋、胡瓜、芹菜及蘿蔔等價格下跌；
青果類跌8.4%﹐本月適逢農曆春節
前夕﹐水果需求增加﹐惟柑橘類供貨
充裕﹐且部分水果品質參差不齊﹐
致棗子、番石榴、木瓜、桶柑、番荔
枝、檸檬、香蕉、蓮霧及楊桃等價
格下跌﹐然茂谷柑為應節果品﹐年節
送禮需求增加﹐價格上漲﹐抵銷部
分跌幅；普通作物類跌1.8%﹐主因
甘藷及落花生價格下跌﹐惟食用玉米
價格上漲﹐抵銷部分跌幅；花卉類漲
6.9%﹐係因進入年節消費採買高峰﹐
在農曆春節買氣氛圍下﹐需求增加﹐
致玫瑰、文心蘭、菊花、香石竹、唐
菖蒲及洋桔梗等價格上漲所致；特用
作物類與上月近乎持平（表5）。

（二）      畜產品類：1 月指數
109.6﹐較上月108.9
上漲 0.7%﹐所含 3項
中分類指數﹐畜禽產品
類漲2.0%﹐主係早晚
溫差大﹐蛋雞產蛋效能
偏低﹐加上時序入冬﹐
雞蛋消費需求增加﹐致
價格上漲；家畜類漲
0.4%﹐主係毛豬因應
農曆春節前備貨需求增
加﹐致價格上漲；家禽
類漲0.1%﹐係因土雞
因應年節前備貨需求增
加﹐故價漲（表5）。

二、 農民生產所付物價：1月總指數
115.6﹐較上月上漲1.9%；若與
上（110）年同月相較﹐亦上漲
10.7%。

（一） 生產用品類：1月指數117.0﹐
較上月 114 . 6 上漲 2 . 1%﹐主
因玉米仁、黃豆粉及配合飼料
等價格上漲﹐汽柴油價格反映
國際油價亦調漲﹐惟麩皮及小
雞價格下跌﹐抵銷部分漲幅（ 
表5）。

（二） 僱用工資類：1月指數110.8﹐
較上月110.1微漲0.6%﹐係因體
力工及技術工工資微幅調漲所致
（表5）。

（三） 財務類：1月指數98.1﹐較上月
98.0微漲0.1%﹐係因部分農用
貸款利息調漲所致（表5）。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室。

表5. 111年1月農業物價指數變動表  基期：民國 105 年=100

類別 本月指數 與上月比較
（%）

與上年同月
比較 （%）

本年前期累計與上
年同期比較（%）

農民生產所得物價指數 97.7	 -4.3	 -0.7	 -0.7	

農產類 90.7 -7.6 -4.7 -4.7 

普通作物類 96.7 -1.8 4.2 4.2 

特用作物類 137.1 0.0 -4.1 -4.1 

蔬菜類 73.9 -16.1 -30.0 -30.0 

青果類 92.7 -8.4 20.1 20.1 
花卉類 116.6 6.9 -11.7 -11.7 
畜產品類 109.6 0.7 5.5 5.5 

家畜類 105.5 0.4 0.4 0.4 

家禽類 108.9 0.1 4.4 4.4 

畜禽產品類 115.9 2.0 17.6 17.6 

農民生產所付物價指數 115.6	 1.9	 10.7	 10.7	

生產用品類 117.0 2.1 12.7 12.7 

僱用工資類 110.8 0.6 2.2 2.2 

財務類 98.1 0.1 -0.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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