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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農業部農糧署。
註 2：農業部統計處。

壹、農業生產

一、 稻米
112 年第一期作計畫種植面積

為148,080公頃﹐截至9月1日止﹐
初步統計種植面積139,082 公頃﹐
較計畫種植面積減少 8 , 9 9 8 公頃
（-6.08%）；較去（111）年同期作種
植面積157,127公頃﹐減少18,045
公頃（-11.48%）。本期作因曾文—烏
山頭水庫蓄水量無法滿足灌溉用水需
求﹐爰該水庫灌區19,000公頃農田於
該期作實施全面節水停灌措施﹐致種
植面積較去年同期減少。依據農業部
農糧署112年9月1日發布之第2285
期臺灣地區稻作生育情形旬報表﹐截
至8月31日止﹐全臺收穫結束。

112年第二期作曾文—烏山頭水
庫因蓄水率不足﹐嘉南灌區第3～6
組實施全面節水停灌措施；針對受停
灌影響之相關產業﹐包括育苗業者、
代耕業者、稻穀烘乾業者及良質米集
團產區﹐農業部提供相關輔導配套措
施﹐並給予受影響農民最大的照顧﹐
以保障其權益。截至8月 31日止﹐
除臺南及花蓮地區零星晚植稻外﹐其

餘地區插秧結束﹐全臺已插秧面積
77,601公頃﹐占去年同期作種植面積
81,575公頃之95.13%。

在稻作生育情形方面﹐北部地
區早植稻進入分蘗期；中部地區早植
稻進入最高分蘗期﹐一般稻作進入分
蘗期；南部地區早植稻進入孕、抽穗
期﹐一般稻作則處曬田期及分蘗盛
期；東部地區早植稻進入曬田期﹐一
般稻作進入分蘗盛期。

二、 蔬菜
112年7月主要市場蔬菜交易量為

8萬8,991公噸﹐本月因颱風外圍環流
及午後常有雷陣雨影響﹐整體市場到
貨量較上月減少6,530公噸（-6.8%）﹐
與上年同月比較亦減少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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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萬

6,634公噸﹐占市場總交易量
41.2%﹐交易量較多者為甘藍
1萬8,730公噸﹐占葉菜類總交
易量51.1%﹐其次為包心白菜
4,896公噸﹐占13.4%。若與上
月比較﹐7月葉菜類市場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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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12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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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91 100.0 -6.8 -5.7 

葉菜類小計 36,634 41.2 (100.0) -5.5 1.7 

甘藍 18,730 21.0 (51.1) -5.4 7.6 

包心白菜 4,896 5.5 (13.4) -2.0 6.8 

萵苣菜 2,430 2.7 (6.6) -4.7 7.6 

小白菜 2,017 2.3 (5.5) -18.6 -19.0 

蕹菜 1,611 1.8 (4.4) -1.7 -15.2 

青江白菜 1,337 1.5 (3.7) -7.7 -11.9 

芹菜 458 0.5 (1.2) -39.6 -35.3 

芥菜 354 0.4 (1.0) -16.6 -18.1 

菠菜 228 0.3 (0.6) 0.1 59.4 

花果菜類小計 30,351 34.1 (100.0) -9.9 -9.2 

絲瓜 3,826 4.3 (12.6) -4.0 -18.4 

苦瓜 3,011 3.4 (9.9) -5.5 -17.5 

番茄 2,942 3.3 (9.7) -15.6 -1.1 

玉米 2,772 3.1 (9.1) -24.4 -8.3 

花胡瓜 2,681 3.0 (8.8) 5.0 -13.0 

花椰菜 2,148 2.4 (7.1) 0.5 13.1 

茄子 2,084 2.3 (6.9) -3.1 -12.3 

胡瓜 1,615 1.8 (5.3) -20.0 -15.6 

甜椒 1,345 1.5 (4.4) -8.3 -5.4 

敏豆（四季豆） 803 0.9 (2.6) -5.5 8.0 

菜豆（豇豆） 667 0.7 (2.2) -21.4 -33.6 

豌豆 121 0.1 (0.4) 6.5 -24.6 

根莖菜類小計 18,807 21.1 (100.0) -5.1 -13.8 

蘿蔔 3,500 3.9 (18.6) -12.8 -6.5 

胡蘿蔔 2,778 3.1 (14.8) 3.4 -25.6 

竹筍 1,794 2.0 (9.5) -10.9 -15.4 

洋蔥 1,773 2.0 (9.4) 0.7 17.7 

青蔥 1,758 2.0 (9.3) -17.0 -23.5 

馬鈴薯 1,143 1.3 (6.1) 6.2 0.0 

大蒜 595 0.7 (3.2) -0.9 8.7 

韮菜 579 0.7 (3.1) 1.4 10.7 

茭白筍 388 0.4 (2.1) -38.6 -10.4 

韮菜花 103 0.1 (0.5)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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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2,145公噸（-5.5%）﹐其中
性喜冷涼之芹菜及芥菜﹐到貨量
分別減少39.6%及16.6%﹐小
白菜及青江白菜受雨害影響﹐到
貨量分別減少18.6%及7.7%﹐
甘藍亦減少5.4%。

（二）    花果菜類之市場交易量為 3萬
3 5 1 公噸﹐占市場總交易量
34.1%﹐其中絲瓜3,826公噸﹐
占花果菜類總交易量12.6%最
多﹐其次為苦瓜（占9.9%）及番
茄（占9.7%）。若與上月比較﹐
7月花果菜類市場交易量減少
3,344公噸（-9.9%）﹐其中玉米
因正值採收間歇期﹐到貨量減少
24.4%﹐菜豆進入採收尾聲﹐到
貨量減少21.4%﹐胡瓜受連日雨
量影響﹐到貨量減少20.0%。

（三）    根莖菜類之市場交易量為 1萬
8,807 公噸﹐占市場總交易量
21 . 1%﹐交易量占根莖菜類
較多者為蘿蔔 3,500 公噸（占
18.6%）及胡蘿蔔2,778公噸（占
14.8%）﹐其次依序為竹筍（占
9.5%）、洋蔥（占9.4%）、青蔥
（占9.3%）、馬鈴薯（占6.1%）、
大蒜（占 3.2%）。若與上月比
較﹐7月根莖菜類市場交易量減
少1,011公噸（-5.1%）﹐其中茭
白筍因逢採收間歇期﹐到貨量減
少38.6%﹐青蔥受天候不穩定因
素影響﹐到貨量減少17.0%﹐蘿
蔔及竹筍因已過盛產期﹐到貨量
則分別減少12.8%及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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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12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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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35 100.0 7.2 18.8 
芒果 7,745 13.5 -33.8 88.7 
梨 6,437 11.3 161.5 5.5 
鳳梨 5,392 9.4 -0.3 -12.1 
小西瓜 5,007 8.8 51.7 -7.3 
番石榴 4,833 8.5 26.1 -10.8 
大西瓜 4,692 8.2 -31.4 -15.5 
香蕉 3,006 5.3 1.0 -5.8 
木瓜 2,256 3.9 -16.7 -28.8 
荔枝 1,978 3.5 -53.3 278.3 
葡萄 1,510 2.6 18.1 7.0 
甜瓜 1,374 2.4 90.7 4.0 
檸檬 1,081 1.9 47.8 -18.0 
小番茄 759 1.3 -37.4 0.2 
龍眼 675 1.2 5,467.3 126.6 
洋香瓜 654 1.1 -37.7 31.8 
桃子 622 1.1 25.5 49.7 
蓮霧 412 0.7 -42.8 45.5 
李 221 0.4 -76.5 -21.4 
甘蔗 103 0.2 -12.4 -25.1 

分別增加1.6倍及90.7%﹐另李子及
荔枝則因產期漸入尾聲﹐到貨量分別
減少76.5%及53.3%（表2）。

四、毛豬
112年7月臺灣地區家畜（肉品）

巿場毛豬交易頭數49萬7,366頭﹐較
上月微幅增加403頭（+0.1%）﹐若與
上年同月比較﹐交易量則減少4萬698
頭（-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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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4公斤﹐較上月127.0公斤減少1.6
公斤﹐較上年同月則增加2.5公斤。

貳、 農產價格

一、蓬萊稻穀
7月蓬萊稻穀產地價格平均每公

斤23.0元﹐較6月下跌3.5%；與上
年同月比較﹐價格上漲1.8%（表4）。

二、毛豬
7月家畜（肉品）市場毛豬交易

價格平均每公斤91.4元﹐較6月上漲
1.6%；與上年同月比較﹐因飼養成本
上漲、育成率不佳及國外豬肉進口價
格上漲等因素﹐致整體供應量減少﹐
價格上漲8.9%（表4）。

三、 肉雞
7月白肉雞產地價格平均每公斤

63.7元﹐較6月略漲0.6%；與上年同
月比較﹐因生產成本增加影響﹐價格
上漲6.9%（表4）。

三、水果
112年7月主要果菜批發市場青

果交易數量5萬7,174公噸﹐本月持
續高溫炎熱﹐致全月青果市場整體
總交易量較上月微幅增加 339 公噸
（+0.6%）﹐較上年同月亦增加4.5%。

就單項果品觀察﹐市場到貨量以
芒果占青果總交易量13.5%最多﹐其
次依序為梨子（占11.3%）、鳳梨（占
9.4%）、小西瓜（占8.8%）、番石榴
（占8.5%）、大西瓜（占8.2%）、香蕉
（占5.3%）、木瓜（占3.9%）、荔枝
（占3.5%）、葡萄（占2.6%）、甜瓜
（占2.4%）、檸檬（占1.9%）。若與上
月比較﹐龍眼因正逢產期﹐到貨量較
上月明顯增加﹐梨子及甜瓜到貨量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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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雞蛋
7 月雞蛋產地價格平均每公斤

67 . 5 元﹐因需求減﹐較 6 月下跌
5.7%；與上年同月比較﹐價格下跌
1.9%（表4）。

五、 蔬菜
7月天氣高溫炎熱﹐午後常有陣

雨﹐各地天氣不穩定﹐影響蔬菜採
收及品質﹐各單項產品價格與上月比
較﹐漲多跌少﹐其中短期葉菜類小白
菜因氣候因素供應量減少﹐加上下旬
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造成產地農民
採收作業的困難﹐預期漲價心理需求
增﹐產地價格上漲75.0%﹐花椰菜因
供應量減少﹐亦有37.8%的漲幅；
麻竹筍因供應量增加﹐產地價格下跌
10.7%。若與上年同月比較﹐漲多跌
少﹐其中短期葉菜類小白菜因供應量
減少﹐產地價格上漲78.6%﹐麻竹筍
亦有38.2%的漲幅；甘藍則因供應量
增加﹐產地價格下跌25.1%（表4）。

六、 水果
7月夏季水果值盛產期﹐因天氣

炎熱﹐果實成熟快﹐且不易存放﹐各
單項產品價格與上月比較﹐跌多漲
少﹐其中番石榴因供應量增加﹐受
高溫影響品質轉差﹐產地價格下跌
44.1%﹐青香蕉因供應量增加﹐加上
天熱成熟快﹐品質不一﹐亦有35.2%
的跌幅；西瓜因供應量減少﹐產地價
格上漲10.8%。若與上年同月比較﹐
跌多漲少﹐除洋香瓜外﹐餘均下跌﹐
其中洋香瓜因今（112）年氣候炎熱雨
水少﹐植株生長不易﹐產量稍減﹐甜
度比往年高﹐需求增加﹐產地價格上
漲25.8%；龍眼因去（111）年產量
受氣候影響﹐致量少價高﹐比較基期
高﹐今年產地價格下跌51.6%﹐芒果
亦有49.5%的跌幅（表4）。

七、 落花生
7月落花生產地價格平均每公斤

72.1元﹐較上月上漲3.6%﹐係因乾
旱因素﹐部分花生田轉種植其他雜糧
作物﹐今年一期作種植面積減少﹐產
量減少所致；與上年同月比較﹐因比
較基期高﹐價格下跌14.5%（表4）。

八、 花卉
7月受夏季氣候影響﹐氣候持續

高溫﹐花卉供應主要仰賴高山地區﹐
各單項產品產地價格與上月比較﹐跌
多漲少﹐其中唐菖蒲因高溫氣候﹐品
質控管困難﹐花朵較開不受承銷商青
睞﹐價格下跌10.9%；文心蘭因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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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7 月 538,064 7.0 -1.1
8 月 554,623 3.1 5.5
9 月 540,369 -2.6 -2.4
10 月 538,245 -0.4 -2.2
11 月 556,215 3.3 -2.3
12 月 601,645 8.2 -1.9

112 年

1 月 530,963 -11.7 -23.7
2 月 505,815 -4.7 34.6
3 月 578,498 14.4 -7.3
4 月 466,664 -19.3 -13.2
5 月 561,504 20.3 1.2
6 月 496,963 -11.5 -1.1 
7 月 497,366 0.1 -7.6 

單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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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蓬萊及農產品：農業部農糧署。
 2. 水產品：漁產品全球資訊網、農業部漁業署。
 3. 毛豬：畜產行情資訊網。
 4. 肉雞、雞蛋：養雞協會。

表4. 112年7月主要農產品產地價格變動分析 單位：元／公斤；元／支

項目 112 年 7 月 與上月比較
（%）

與上年同月
比較（%）

蓬萊稻穀 23.0 -3.5 1.8 
畜產品
毛豬 　 91.4 1.6 8.9 
肉雞 　 63.7 0.6 6.9 
雞蛋 　 67.5 -5.7 -1.9 

蔬菜
蒜頭 （蒜球） 85.2 -1.1 18.7 
竹筍 （麻竹筍） 29.2 -10.7 38.2 
甘藍 （中等） 18.9 7.2 -25.1 
白菜 （小白菜） 39.4 75.0 78.6 
花椰菜 （白骨） 61.6 37.8 -15.0 
胡瓜 （黑刺） 18.3 32.4 27.9 
苦瓜 （中等） 24.5 19.1 -5.8 
絲瓜 （中等） 20.6 19.7 17.6 
番茄 （黑柿） 38.8 28.0 -23.3 

水果
青香蕉 （內銷） 10.5 -35.2 -34.4 
鳳梨 （17號） 19.7 -21.2 -13.5 
西瓜 （大粒） 19.7 10.8 -36.4 
洋香瓜 （中等） 46.7 0.7 25.8 
龍眼 （粉殼） 59.3 - -51.6 
芒果 （愛文種） 39.3 -17.2 -49.5 
番石榴 （珍珠拔） 16.5 -44.1 -24.9 
葡萄 （巨峰種） 55.2 -19.6 -12.9 
梨 （新興梨） 48.0 - -26.4 
木瓜 （中等） 27.6 -5.8 -5.6 

落花生 72.1 3.6 -14.5 
花卉
菊花 （大菊） 7.0 10.5 -31.1 
玫瑰 4.0 -5.5 -20.4 
唐菖蒲 4.8 -10.9 -37.1 
火鶴 9.8 23.3 -13.8 
香水百合 22.7 -9.3 -32.7 
文心蘭 8.5 66.7 -4.7 
香石竹 2.4 -0.7 -66.8 

水產品
虱目魚 92.8 -11.5 -12.9 
吳郭魚 57.1 2.3 9.6 
加臘 239.5 -29.0 18.6 
赤宗 155.9 -11.9 -21.8 
白鯧 246.4 19.3 29.8 
旗魚 （黑皮旗魚） 179.5 3.2 0.7 
鮪魚 （黃鰭鮪） 255.6 79.5 -12.2 
鯖魚 19.2 -43.9 25.5 
牡蠣 86.3 1.2 -3.5 
文蛤 84.8 4.7 -6.8 

應量減少﹐價格上漲66.7%。若與上年
同月比較﹐全面下跌﹐其中香石竹因比
較基期高﹐產地價格下跌66.8%﹐唐菖
蒲因供應量增加﹐產地價格下跌37.1%
（表4）。

九、 水產品
7月水產品產地批發價格與上月比

較﹐漲多跌少﹐其中黃鰭鮪受天候及颱
風等氣候不佳影響﹐漁船出海作業減
少﹐致供應量減少﹐產地批發價格上
漲 79.5%﹐白鯧因供應量減少﹐亦有
19.3%的漲幅；鯖魚則因6月禁止作業
於東北海區從事鯖鰺漁業作業﹐國內供
應量大減﹐7月起恢復捕撈作業﹐致供
應量增加﹐價跌43.9%。若與上年同月
比較﹐漲跌互見﹐其中白鯧因供應量減
少﹐價格上漲29.8%；赤宗則因供應量
增加﹐價格下跌21.8%（表4）。

參、 農業物價指數

一、      農民生產所得物價：7 月總指數
102.6﹐較6月下跌0.5%﹐其中農
產類指數下跌0.3%﹐畜產品類指數
下跌0.7%；若與上（111）年同月
相較﹐亦下跌3.0%。

（一）     農產類：7月指數90.5﹐較6月90.8
下跌0.3%﹐所含5項中分類指數﹐
變動較大者為青果類下跌6.4%﹐係
因夏季水果值盛產期﹐由於天氣持
續炎熱﹐果實熟成快、貨源充裕﹐
且不易貯存﹐需求轉弱﹐致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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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梨、番石榴、葡萄、香蕉、荔枝、
紅龍果、檸檬、酪梨、百香果、番荔
枝及木瓜等價格下跌；特用作物類跌
0.3%﹐係因茶菁生長期氣溫較高﹐
品質受影響﹐致價格下跌；花卉類漲
7.2%﹐由於天氣持續高溫﹐平地栽培
不易﹐幾乎仰賴高山產區﹐產地種植
面積縮減﹐且受杜蘇芮颱風影響花農
採收﹐整體到貨量減少﹐致文心蘭、
洋桔梗、菊花、火鶴花及非洲菊等價
格上漲；蔬菜類漲3.2%﹐係因天氣高
溫炎熱﹐午後常有陣雨﹐加上受颱風
外圍環流影響﹐各地天氣不穩定﹐農
民採收不易﹐產區供貨受阻﹐加以消
費預期心理﹐承銷意願轉強﹐市況順
暢﹐致不結球白菜、青蔥、番茄、西
瓜、甘藍、茭白筍、花椰菜、胡瓜、
蕹菜、莧菜、絲瓜、苦瓜、甜椒、冬
瓜、四季豆、蘆筍、辣椒、韭菜、菜
豆、茄子、菠菜及洋香瓜等價格上
漲；普通作物類漲2.5%﹐
主因食用玉米、甘藷、落花
生及玉米仁等價格上漲﹐惟
稻穀價格下跌﹐抵銷部分漲
幅（表5）。

（二）  畜產品類：7月指數120.4﹐
較6月121.2下跌0.7%﹐所
含3項中分類指數﹐畜禽產
品類跌3.9%﹐係逢暑假期
間﹐學校團膳需求減少﹐加
上整體蛋量充足﹐致價格下
跌；家禽類跌0.9%﹐係因
入夏後為土雞消費淡季﹐致

價格下跌；家畜類漲1.5%﹐主因毛
豬市場平均每日交易量減少﹐致價
格上漲（表5）。

二、 農民生產所付物價：7 月總指數
111.8﹐較6月上漲1.4%；若與上
（111）年同月相較﹐亦上漲2.5%。

（一） 生產用品類：7月指數113.1﹐較
6月 111.2上漲 1.7%﹐主因玉米
仁、黃豆粉、麩皮及部分配合飼料
等價格上漲﹐加以汽柴油價格反映
國際油價調漲﹐惟仿仔小雞及小鴨
價格下跌﹐抵銷部分漲幅（表5）。

（二）  僱用工資類：7 月指數 105 .3﹐
較6月105.2上漲0.1%﹐係因農
業機械操作者工資微幅調漲所致 
（表5）。

（三）財務類：7月指數 110 .7 較 6 月
110.4上漲0.3%﹐係因部分農用貸
款利息調漲所致（表5）。

資料來源：農業部統計處。

表5. 112年7月農業物價指數變動表  基期：民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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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 -0.5 -3.0 3.9 
農產類 90.5 -0.3 -9.1 -1.0 
普通作物類 107.1 2.5 6.1 3.4 
特用作物類 83.2 -0.3 1.0 -9.2 
蔬菜類 94.7 3.2 -5.0 -2.2 
青果類 80.9 -6.4 -17.4 -1.0 
花卉類 86.2 7.2 -27.9 -3.3 
畜產品類 120.4 -0.7 4.8 10.3 
家畜類 117.8 1.5 8.3 11.3 
家禽類 112.7 -0.9 6.1 9.9 
畜禽產品類 136.8 -3.9 -1.6 9.2 

農民生產所付物價指數 111.8 1.4 2.5 2.4 
生產用品類 113.1 1.7 2.4 2.3 
僱用工資類 105.3 0.1 2.1 2.5 
財務類 110.7 0.3 7.2 8.2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