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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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112）年第二期稻作初步統

計種植面積 79,297 公頃﹐較 111 年
同期作 81,575 公頃減少 2,278 公頃

（-2.79%）；本期作因嘉南部分地區停
灌休耕﹐致稻作種植面積較正常年減
少。本期稻作受 10 月初小犬颱風影
響﹐造成計 1,657.78 公頃稻作枯萎、
葉面枯黃及不稔實等災情﹐平均被害
程度 24%﹐影響本期產量。

本（113）年第一期作依據農業部
農糧署（簡稱農糧署）1 月 23 日發布
之臺灣地區稻作生育情形旬報表（第
2299 期）﹐截至 1 月 20 日止﹐北部地
區稻田休閒中﹐彰化以南縣（市）及
臺東地區陸續插秧中﹐高屏地區進入
插秧盛期﹐全臺已插秧 12,267 公頃﹐
占去年同期作種植面積 143,262 公頃
之 8.56%。依據交通部中央氣象署
資料﹐1 月 21 日起至 24 日受寒流南
下影響﹐全臺各地天氣轉冷﹐農糧署
呼籲農友﹐採取水稻防寒措施：水稻
育苗場（圃）選擇避風處或設置防寒

（風）牆﹐利用不織布、塑膠布覆蓋
已綠化中或生育初期之秧苗；已插秧
或進入分蘗期之田區﹐宜增加灌溉水
位﹐以防低溫凍傷﹐減少稻作災害及
財產損失。

二、 蔬菜
112 年 12 月主要市場蔬菜交易量

為 11 萬 6,073 公噸﹐本月因氣候穩定
且冬季大宗蔬菜進入產期影響﹐整體
市場到貨量較上月增加 1 萬 6,627 公
噸（+16.7%）﹐與上年同月比較亦增
加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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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7 公噸﹐占市場總交易量
45.4%﹐交易量較多者為甘藍
2 萬 4,472 公噸﹐占葉菜類總交
易量 46.5%﹐其次為包心白菜
8,985 公噸﹐占 17.1%。若與上
月比較﹐12 月葉菜類市場交易
量增加 5,103 公噸（+10.7%）﹐
其中茼蒿為冬至應景菜種﹐到
貨量增加 2.3 倍﹐菠菜進入生產

112 年 12 月農業產銷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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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12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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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073	 100.0	 16.7	 14.8	

葉菜類小計 52,667	 45.4	 (100.0) 10.7	 15.6	

甘藍 24,472 21.1 (46.5) 18.1 6.7 

包心白菜 8,985 7.7 (17.1) -1.5 22.7 

萵苣菜 3,396 2.9 (6.4) 7.0 29.2 

菠菜 2,774 2.4 (5.3) 72.9 29.2 

小白菜 2,603 2.2 (4.9) -14.0 27.8 

芥菜 2,010 1.7 (3.8) 38.8 20.4 

茼蒿 1,407 1.2 (2.7) 232.6 84.8 

青江白菜 1,384 1.2 (2.6) -20.3 3.1 

芹菜 1,336 1.2 (2.5) 27.4 11.7 

蕹菜 644 0.6 (1.2) -39.8 42.9 

花果菜類小計 32,316	 27.8	 (100.0) 23.3	 23.4	

花椰菜 7,193 6.2 (22.3) 38.7 52.2 

玉米 4,202 3.6 (13.0) 56.4 9.1 

番茄 4,035 3.5 (12.5) 109.2 4.6 

花胡瓜 2,135 1.8 (6.6) -5.9 32.0 

苦瓜 1,808 1.6 (5.6) -0.8 33.4 

甜椒 1,666 1.4 (5.2) 47.8 13.0 

胡瓜 1,488 1.3 (4.6) -3.3 41.4 

茄子 1,469 1.3 (4.5) -1.1 -8.3 

絲瓜 1,365 1.2 (4.2) -16.5 31.5 

敏豆（四季豆） 1,262 1.1 (3.9) 24.8 41.0 

豌豆 395 0.3 (1.2) 101.2 42.7 

菜豆（豇豆） 298 0.3 (0.9) -14.2 79.2 

根莖菜類小計 27,394	 23.6	 (100.0) 21.8	 5.5	

蘿蔔 9,609 8.3 (35.1) 26.3 48.3 

胡蘿蔔 2,786 2.4 (10.2) 30.4 -26.9 

青蔥 2,062 1.8 (7.5) 28.4 -4.5 

球莖甘藍 1,946 1.7 (7.1) 142.8 33.1 

洋蔥 1,662 1.4 (6.1) -1.4 0.7 

馬鈴薯 1,050 0.9 (3.8) -6.0 27.0 

大蒜 872 0.8 (3.2) 36.3 -24.9 

韮菜 517 0.4 (1.9) -0.2 6.5 

茭白筍 337 0.3 (1.2) -22.2 16.0 

竹筍 168 0.1 (0.6) -48.8 -19.0 

韮菜花 44 0.0 (0.2) -14.5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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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到貨量增加 72.9%﹐芥菜
及芹菜亦分別增加 38.8% 及
27.4%。

（二）     花 果 菜 類 之 市 場 交 易 量 為 3
萬 2,316 公噸﹐占市場總交易
量 27.8%﹐其中花椰菜 7,193
公噸﹐占花果菜類總交易量
22.3% 最多﹐其次為玉米（占
13.0%）、番茄（占 12.5%）。
若與上月比較﹐12 月花果菜
類市場交易量增加 6,116 公噸

（+23.3%）﹐其中番茄及豌豆
值採收旺季﹐到貨量分別增加
1.1 倍及 1.0 倍﹐玉米、甜椒
及花椰菜亦分別增加 56.4%、
47.8%及38.7%。

（三）     根莖菜類之市場交易量為 2 萬
7,394 公噸﹐占市場總交易量
23.6%﹐交易量占根莖菜類
較多者為蘿蔔 9,609 公噸（占
35.1%）及胡蘿蔔 2,786 公噸

（占 10.2%）﹐其次依序為青
蔥（占 7.5%）、球莖甘藍（占
7.1%）、洋蔥（占 6.1%）、
馬鈴薯（占 3.8%）、大蒜（占
3.2%）。若與上月比較﹐12
月根莖菜類市場交易量增加
4,897 公噸（+21.8%）﹐其
中球莖甘藍進入產期﹐到貨
量增加 1.4 倍﹐大蒜亦增加
36.3%﹐青蔥因天候穩定﹐到
貨量增加 28.4%﹐蘿蔔平地
種進入採收期﹐到貨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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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12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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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57	 100.0	 -3.5	 -18.1	
椪柑 8,224 23.0 1.6 8.6 
番石榴 3,040 8.5 -6.1 -41.3 
柳橙 2,431 6.8 9.1 -21.4 
香蕉 2,341 6.5 -11.8 -32.3 
小番茄 2,165 6.1 145.0 -8.4 
木瓜 1,759 4.9 -28.9 -17.4 
梨 1,621 4.5 107.8 -16.8 
柿子 1,578 4.4 -49.3 -0.2 
蓮霧 1,170 3.3 249.7 -48.9 
鳳梨 1,125 3.1 -31.3 -24.9 
洋香瓜 999 2.8 -15.5 9.4 
葡萄 890 2.5 58.4 -0.8 
大西瓜 721 2.0 -15.9 27.8 
棗子 511 1.4 6,385.5 -57.3 
檸檬 499 1.4 -23.1 1.6 
釋迦 397 1.1 86.0 -70.3 
小西瓜 286 0.8 -75.0 234.9 
蘋果 168 0.5 -53.7 158.5 
甜瓜 139 0.4 -89.0 63.3 
甘蔗 129 0.4 -5.8 -11.9 

次依序為番石榴（占 8.5%）、柳橙（占
6.8%）、香蕉（占 6.5%）、小番茄（占
6.1%）、木瓜（占 4.9%）、梨子（占
4.5%）、柿子（占 4.4%）、蓮霧（占
3.3%）、鳳梨（占 3.1%）、洋香瓜（占
2.8%）、葡萄（占2.5%）。若與上月比
較﹐棗子因正逢產期﹐到貨量較上月
明顯增加﹐蓮霧、小番茄及梨子亦分
別增加 2.5 倍、1.5 倍及 1.1 倍﹐另甜
瓜及小西瓜則因產期漸入尾聲﹐到貨
量分別減少89.0%及75.0%（表2）。

四、毛豬
112年12月臺灣地區家畜（肉品）

巿場毛豬交易頭數 55 萬 4,558 頭﹐
較上月增加 2 萬 218 頭（+3.8%）﹐若
與上年同月比較﹐交易量則減少 4 萬
7,087頭（-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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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公斤﹐較上月127.3公
斤增加 0.9 公斤﹐較上年同月亦增加
1.9公斤。

貳、 農產價格

一、蓬萊稻穀
（一） 112 年 12 月蓬萊稻穀產地價格

平均每公斤 25.6 元﹐因受颱風
影響﹐二期稻作減產﹐加上南
部休耕﹐致量少價漲﹐較 11 月
上漲 6.1%；與上年同月比較﹐
因比較基期低﹐價格上漲 8.1%

（表 4）。

26.3%﹐另竹筍因進入採收末
期﹐到貨量則減少 48.8%。

三、水果
112 年 12 月主要果菜批發市場青

果交易數量3萬5,757公噸﹐本月因部
分季節性水果受之前風災影響﹐受損
較嚴重﹐供應量減﹐致全月青果市場
整體總交易量較上月減少 1,306 公噸

（-3.5%）﹐較上年同月亦減少18.1%。
就單項果品觀察﹐市場到貨量以

椪柑占青果總交易量 23.0% 最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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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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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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498,194 0.2 -10.2 

9 月 499,579 0.3 -7.5 

10 月 523,002 4.7 -2.8 

11 月 534,340 2.2 -3.9 

12 月 554,558 3.8 -7.8 

單位：頭

（二）     全年蓬萊稻穀產地價格平均每
公 斤 2 3 . 9 元 ﹐ 較 1 1 1 年 上 漲
5.1%﹐主係 112 年一期作和二
期作種植面積及產量減少所致

（表 4）。

二、毛豬
（一）     112 年 12 月家畜（肉品）市場

毛豬交易價格平均每公斤 87.3
元﹐因供應量增加﹐較 11 月下
跌 1.8%；與上年同月比較﹐因
飼養成本上漲及育成率不佳等
因素﹐致整體供應量減少﹐價
格上漲 2.5%（表 4）。

（二）     全年毛豬交易價格平均每公斤
90.3元﹐較111年上漲10.1%﹐
主因全年毛豬供應量減少﹐加上
飼養成本上漲及育成率不佳等因
素影響所致（表4）。

三、 肉雞
（一）     112 年 12 月白肉雞產地價格平

均每公斤 61.0 元﹐因供應量增
加﹐較 11 月略跌 1.1%；與上年
同月比較﹐因生產成本增加﹐且
供應量減少﹐價漲5.4%（表4）。

（二）     全年肉雞產地價格平均每公斤
61.8 元﹐較 111 年上漲 8.7%﹐
主因生產成本增加所致（表4）。

四、 雞蛋
（一）     112 年 12 月雞蛋產地價格平均

每公斤 64.2 元﹐因雞蛋產能已
恢復﹐量多價跌﹐較 11 月略跌
1.0%；與上年同月比較﹐因需
求減﹐價格下跌4.9%（表4）。

（二）     全年雞蛋產地價格平均每公斤
70.4元﹐較111年上漲6.8%﹐主
因整體供應量減少所致（表4）。

五、 蔬菜
（一）     1 1 2 年 1 2 月 受 大 陸 冷 氣 團 影

響﹐氣溫下降﹐中南部產地氣
候較為穩定﹐蔬菜生長順利﹐
冬 季 蔬 菜 及 大 宗 菜 種 正 值 產
期﹐各單項產品價格與上月比
較﹐除小白菜因供應量減少﹐
產地價格上漲 10.8% 外﹐餘均
下跌﹐其中番茄漸入產期﹐品
質參差不齊﹐且供應量增加﹐
產地價格下跌 54.3%﹐甘藍平
地產區進入產季﹐致供應量增
加﹐亦有 47.5% 的跌幅。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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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12年12月及全年主要農產品產地價格變動分析  

項目 112 年
12 月

與上月比
較（%）

與上年同
月比較
（%）

112 年
全年平均

與上年
比較

（%）
蓬萊稻穀 25.6 6.1 8.1 23.9 5.1
畜產品
毛豬 　 87.3 -1.8 2.5 90.3 10.1
肉雞 　 61.0 -1.1 5.4 61.8 8.7
雞蛋 　 64.2 -1.0 -4.9 70.4 6.8
蔬菜
蘿蔔 （中等） 7.1 -7.3 -52.5 9.4 -10.2
甘藍 （中等） 10.2 -47.5 -24.5 17.3 -12.0
白菜 （小白菜） 19.5 10.8 -50.5 22.6 -1.1
結球白菜 （中等） 9.6 -12.0 -51.7 13.2 -19.3
花椰菜 （白骨） 28.5 -25.8 -38.6 34.4 -8.8
胡瓜 （黑刺） 18.0 -18.5 -48.5 21.9 4.1
苦瓜 （中等） 32.8 -32.9 -31.9 42.6 9.3
茄子 （中等） 25.6 -38.7 -12.0 29.7 19.5
番茄 （黑柿） 37.7 -54.3 43.8 39.5 22.0
敏豆 （中等） 61.7 -34.9 -40.7 86.9 11.0
水果
青香蕉 （內銷） 41.5 39.7 226.0 24.7 3.7
椪柑 （中等） 42.1 -1.0 17.3 42.1 19.8
柳橙 （中等） 23.8 0.6 19.9 22.2 4.9
檸檬 （中等） 65.6 16.5 20.8 33.5 -9.1
番石榴 （珍珠拔） 60.2 3.8 154.7 34.4 37.6
葡萄 （巨峰種） 75.7 -28.8 2.9 81.2 -6.2
木瓜 （中等） 63.0 18.8 43.5 30.5 2.9
番荔枝 （大目） 74.7 -5.1 43.7 65.6 -0.3
落花生 77.6 6.7 31.3 64.1 -14.5
花卉
菊花 （大菊） 10.0 -14.5 31.0 8.6 3.2
玫瑰 6.4 -1.2 -16.0 5.9 -10.4
唐菖蒲 4.3 -46.9 -6.0 7.2 9.9
火鶴 11.3 -4.9 2.1 11.6 11.6
香水百合 25.2 -17.7 -15.4 33.5 7.2
文心蘭 6.7 6.4 -4.9 8.3 1.8
香石竹 5.2 3.3 6.9 4.3 -3.4
水產品
虱目魚 76.8 -2.5 -11.5 94.8 -0.7
吳郭魚 57.7 0.9 14.9 57.3 7.1
加臘 271.7 14.9 -2.2 234.4 1.8
赤宗 144.2 -7.6 -25.7 180.3 -15.0
白鯧 416.5 17.9 23.2 300.3 33.6
旗魚 （黑皮旗魚） 167.7 8.1 -18.5 152.7 4.8
鮪魚 （黃鰭鮪） 239.4 36.5 -8.3 184.3 -19.6
鯖魚 24.6 1.7 -27.0 23.0 1.8
牡蠣 102.4 -6.6 2.2 94.0 4.6
文蛤 104.9 5.1 3.7 93.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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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元／公斤；元／支

年同月比較﹐除番茄因供
應 量 減 少 ﹐ 產 地 價 格 上
漲 43.8% 外﹐餘均下跌﹐
其中蘿蔔因供應量增加﹐
價格下跌 52.5%﹐結球白
菜及小白菜因近期天候良
好﹐供給充裕﹐致供應量
增加﹐亦分別有 51.7% 及
50.5% 的跌幅（表 4）。

（二）     全 年 蔬 菜 產 地 平 均 價 格
與 1 1 1 年 比 較 ﹐ 漲 跌 互
見 ﹐ 其 中 番 茄 受 天 候 影
響﹐致供應量減少﹐產地
價格上漲 22.0%﹐茄子亦
有 19.5% 的漲幅；結球白
菜 111 年受寒害、病害及
豪雨影響﹐致量少價高﹐
比 較 基 期 高 ﹐ 價 格 下 跌
19.3%﹐蘿蔔亦有 10.2%
的跌幅（表 4）。

六、 水果
（一）     1 1 2 年 1 2 月 時 值 冬 季 ﹐

天 氣 寒 冷 ﹐ 果 實 成 熟 趨
緩﹐各單項產品價格與上
月 比 較 ﹐ 漲 多 跌 少 ﹐ 其
中青香蕉受先前颱風豪雨
影 響 ﹐ 復 耕 時 間 長 ﹐ 致
供 應 量 減 少 ﹐ 產 地 價 格
上 漲 3 9 . 7 % ﹐ 木 瓜 亦 有
18.8% 的漲幅；葡萄則因
供應量增加﹐產地價格下
跌 28.8%。與上年同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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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全面上漲﹐青香蕉及番石
榴因颱風影響受損嚴重﹐致供
應量減少﹐價格分別上漲 2.3 倍
及 1.5 倍（表 4）。

（二）     全年水果產地平均價格與111年
比較﹐漲多跌少﹐其中番石榴
因112年南部產區有颱風造成落
果﹐致供應量減少﹐產地價格上
漲37.6%﹐椪柑因供應量減少﹐
亦有19.8%的漲幅；檸檬因著果
期和開花期氣候穩定﹐且未受颱
風影響﹐致供應量增加﹐價格下
跌9.1%（表1）。

七、 落花生
（一）   112 年 12 月落花生產地價格平

均每公斤 77.6 元﹐主係二期作
生育期間受 8 月連雨及小犬颱
風影響減產所致﹐較 11 月上漲
6.7%；與上年同月比較﹐因供
應量減少﹐且比較基期低﹐價
格上漲 31.3%（表 4）。

（二）     全年落花生產地價格平均每公斤
64.1元﹐因110年二期作受西南
氣流豪雨減產及111年一期種植
面積減少﹐致量少價高﹐比較基
期高﹐112 年產地價格較 111 年
下跌14.5%（表4）。

八、 花卉
（一） 112 年 12 月花卉需求﹐主要為

婚喪喜慶及祭祀用花﹐各單項產
品產地價格與上月比較﹐跌多漲

少﹐其中唐菖蒲因供應量增加﹐
價格下跌46.9%﹐香水百合因需
求減﹐亦有 17.7% 的跌幅；文
心蘭則因供應量減少﹐價格上漲
6.4%。與上年同月比較﹐跌多
漲少﹐其中玫瑰因供應量增加﹐
產地價格下跌 16.0%﹐香水百
合因需求減﹐亦有 15.4% 的跌
幅；菊花因供應量減少﹐價格上
漲31.0%（表4）。

（二） 全年花卉產地價格與 111 年比
較﹐漲多跌少﹐其中火鶴因供
應量減少﹐價格上漲 11.6%﹐
唐菖蒲亦有 9.9% 的漲幅；玫
瑰因年初溼冷、年中酷熱及風
災﹐花卉品質較不穩定﹐且進
口增加﹐產地價格下跌 10.4%

（表 4）。

九、 水產品
（一） 112 年 12 月水產品產地批發價

格與上月比較﹐漲多跌少﹐其
中黃鰭鮪因供應量減少﹐價格
上漲 36.5%﹐白鯧因需求增﹐
亦有 17.9% 的漲幅；赤宗因受
到養殖及海撈烏魚供應量增影
響﹐致需求相對減少﹐價格下
跌 7.6%。若與上年同月比較﹐
跌多漲少﹐其中白鯧因供應量
減少﹐價漲 23.2%；鯖魚則因
需求減﹐價跌 27.0%﹐赤宗因
供應量增加﹐亦有 25.7% 的跌
幅（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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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年水產品批發平均價格與 111
年比較﹐漲多跌少﹐其中白鯧因
供量減﹐且比較基期低﹐價漲
33.6%；黃鰭鮪則因供量增﹐價
跌19.6%﹐赤宗亦有15.0%的跌
幅（表4）。

參、 農業物價指數

一、     農民生產所得物價
（一） 112年12月總指數112.4﹐較11

月下跌 5.2%﹐其中農產類指數
下跌 6.8%﹐畜產品類指數下跌
3.1%；若與上（111）年同月相
較﹐則上漲4.6%；112年全年平
均指數較111年上漲5.4%。

1.   農產類：12月指數109.9﹐較11
月117.8下跌6.8%﹐所含5項中
分類指數﹐變動較大者為蔬菜類
下跌21.0%﹐係受大陸冷氣團影
響﹐氣溫明顯下降﹐惟中南部產
地氣候較為溫和穩定﹐管理作業
順暢﹐利於蔬菜生長﹐加以冬季
蔬菜及大宗蔬菜正值採收期﹐
到貨量增加﹐致甘藍、番茄、
青蔥、毛豆、菠菜、草莓、花
椰菜、甜椒、四季豆、茄子、
苦瓜、辣椒、蒜頭、胡瓜、結球
白菜、豌豆、蘿蔔、菜豆、洋菇
及絲瓜等價格下跌；花卉類跌
15.2%﹐係因氣候轉為濕冷﹐影
響花卉品質﹐加以無特殊節日支
撐買氣﹐消費性需求轉弱﹐致百
合、菊花、非洲菊、洋桔梗、
唐菖蒲、火鶴花及玫瑰等價格

下跌；青果類漲2.6%﹐係值冬
季﹐天氣轉冷﹐果實成熟趨緩﹐
加以大宗水果進入生產淡季﹐整
體供貨減少﹐致香蕉、木瓜、蓮
霧、番石榴、檸檬、酪梨、百香
果、柳橙及楊桃等價格上漲﹐惟
葡萄及茂谷柑量增價跌﹐抵銷部
分漲幅；普通作物類漲0.7%﹐
主因蓬萊稻穀112年二期稻作減
產﹐價格上漲﹐落花生亦量減價
揚﹐惟食用玉米及甘藷價格下
跌﹐抵銷部分漲幅；特用作物類
微漲0.6%﹐主因生食甘蔗價格
微漲所致（表5）。

2.    畜產品類：12月指數116.0﹐
較11月119.6下跌3.1%﹐所含3
項中分類指數﹐畜禽產品類跌
5.8%﹐係因本月鮮乳廠商以冬
季契約價格收購﹐價格下跌所
致；家禽類跌3.1%﹐係因土雞
供應量增加﹐價格下跌所致；家
畜類跌1.4%﹐主因毛豬供應量
增加﹐價格下跌所致（表5）。

（二） 112 年總指數 111.3（民國 110
年 =100）﹐較 111 年 105.6 上
漲 5.4%。農產類 112 年全年平
均指數 104.9﹐較 111 年 101.5
上漲 3.3%﹐其中普通作物類漲
5.9%﹐係因甘藷及蓬萊稻穀漲
幅較大所致；花卉類漲 3.7%﹐
係因百合、菊花、火鶴花及非洲
菊等漲幅較大所致；青果類漲
3.6%﹐係因番石榴、梨及柿子
漲幅較大所致；蔬菜類漲1.9%﹐
係因根菜類、果菜及其他類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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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惟葉菜類跌幅較大﹐抵銷
部分漲幅；特用作物類跌6.7%﹐
係因茶葉跌幅較大所致。畜產品
類 112 年全年平均指數 120.7﹐
較111年111.5上漲8.3%﹐其中
家畜類漲 9.6%﹐係因毛豬漲幅
較大所致；家禽類漲 9.3%﹐係
因白肉雞及土雞漲幅較大所致；
畜禽產品類漲 4.9%﹐主因雞蛋
及牛乳漲幅較大所致（表5）。

二、農民生產所付物價
（一）     112年12月總指數108.3﹐較11

月109.5下跌1.1%；若與上年同
月相較﹐亦下跌1.4%；112年全
年平均指數較111年上漲1.8%。

1.     生產用品類：12月指數108.7﹐
較11月110 .1下跌1.3%﹐主
因玉米仁、黃豆粉、配合飼料
及小雞等價格下跌﹐惟麩皮及

菜苗價格上漲﹐抵銷部分跌幅
（表5）。

2.     僱用工資類：12月指數106.1﹐
較11月106.2下跌0.1%﹐係因
農業機械操作者工資微幅調降
所致（表5）。

3.     財務類：12月指數111.7﹐較上
月111.6上漲0.1%﹐係因部分農
用貸款利息調漲所致（表5）。

（二）      112 年總指數 110.5（民國 110
年 =100）﹐較 111 年 108.6 上
漲 1.8%。其中變動較大者為財
務類上漲 7.1%﹐係因農用貸款
利息調漲所致；僱用工資類上
漲 2.2%﹐係因體力工、技術工
及農業機械操作者工資調漲所
致；生產用品類上漲 1.5%﹐係
因種畜禽類、動力燃料費類、
種苗類、建材及材料類漲幅較
大所致（表 5）。

資料來源：農業部統計處。

表5. 112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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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全年
平均指數

112 年指數與
上年比較（%）

農民生產所得物價指數 112.4	 -5.2	 4.6	 111.3	 5.4	

農產類 109.9 -6.8 6.6 104.9 3.3 
普通作物類 115.1 0.7 15.2 107.9 5.9 
特用作物類 85.7 0.6 -4.9 84.7 -6.7 
蔬菜類 90.0 -21.0 -13.7 98.6 1.9 
青果類 129.9 2.6 23.2 110.4 3.6 
花卉類 101.5 -15.2 1.0 111.3 3.7 

畜產品類 116.0 -3.1 2.1 120.7 8.3 
家畜類 113.8 -1.4 3.2 115.9 9.6 
家禽類 113.9 -3.1 4.6 116.1 9.3 
畜禽產品類 123.2 -5.8 -3.0 136.8 4.9 

農民生產所付物價指數 108.3	 -1.1	 -1.4	 110.5	 1.8	
生產用品類 108.7 -1.3 -1.9 111.5 1.5 
僱用工資類 106.1 -0.1 1.1 105.5 2.2 
財務類 111.7 0.1 4.6 110.2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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