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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農產品市場之發展現況及未來展望

廖 俊 男

摘 要

一、近年全球糧價大漲與成因

2006 年與 2007 年食物價格分別上漲

8.6%與 23.5%，其中穀物類漲幅分別達 17%

與 38.7%，主要為穀物產區氣候條件惡劣致

產量銳減、庫存量偏低、油價上漲、生質燃

料需求大增及部分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使得

飲食習慣改變等因素所致。

二、本年以來全球食物價格呈現高檔震盪走

勢

（一）本年初以來全球食物價格持續走

高，3月指數因小麥等穀物及大豆、植物油等

價格大漲，創下 218.1 之歷史新高，4 月略回

降至 216.7，5 月因肉類、油與油脂價格上

漲，指數再回升至 217.5。

（二）本年 6 月美國中西部遭逢近 15 年

來最大水患，農業損失嚴重，玉米價格近日

頻創新高，加上小麥價格已自低檔翻升，預

期 6 月之穀物價格指數欲小不易。

三、預期中長期農產品平均價格將遠高於過

去 10 年的平均水準

OECD 與聯合國糧農組織於本年 5 月底

發表之展望報告指出：

（一）因生質燃料產量提高增加對穀

物、油籽等之需求、開發中國家所得提高支

撐糧食及飼料需求，加上油價高漲提高生產

成本，預測未來 10 年平均農產品價格將高於

過去 10 年平均值，但預期多數農產品價格仍

較目前或近期新高的價格為低。

（二）未來 10 年植物油平均價格將較過

去 10 年上漲逾 80%，漲幅最大；小麥與雜糧

（含玉米）漲幅將介於 40%~60%間；牛肉和

豬肉價格將上漲約 20%，漲幅相對緩和。

四、未來農產品價格波動可能較以往為大

庫存量相對利用量比率偏低、氣候條件

詭譎多變、農產品的工業需求增加，以及投

資資金大量投入農產品期貨市場等不確定因

素，均可能造成未來農產品價格波動更大。

五、未來全球農業重心將持續由 OECD 國家

轉向開發中國家

（一）除小麥外，所有農產品的生產與

消費皆以開發中國家成長更快。預計至 2017

年，除雜糧、起司、脫脂奶粉外，開發中國

家將在其他農產品產銷中居於領導地位。

（二）至 2017 年，除植物油、糖與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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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外，開發中國家其他農產品出口成長率均

高於 OECD 國家。隨開發中國家各項農產品

出口成長持續擴大，OECD 國家的出口比重

將逐漸降低。

六、全球農產品價格高漲之影響

（一）對缺糧之貧窮國家生計影響甚

鉅，目前偏高的糧價將使更多窮人陷入營養

不良及飢餓的窘境。

（二）因開發中國家的食物支出比重相

對偏高，農產品價格高漲引起的食物價格上

漲對開發中國家通膨之影響較已開發國家為

大。

七、國際組織建議的政策因應措施

（一）對貧窮國家進行人道援助，並協

助其農業投資。

（二）取消農產品之出口稅、出口禁令

等貿易限制政策。

（三）加強運用生物基因改造技術，以

提高農作物產量。

（四）考慮凍結或減少目前生質燃料產

量直至糧價下跌至合理水準為止。

（五）加速第二代生質燃料之生產技術

研發與應用。

八、因應未來糧價可能居高不下，建議政府

主管機關之因應措施

（一）增加公糧庫存數量，適時平抑市

場價格。

（二）擴大大宗物資進口來源，降低進

口成本。

（三）暫停目前生產成本仍高的生質能

源作物推廣種植策略。

（四）鼓勵休耕地進行復耕，增加糧食

供應。

（五）加速第二代生質燃料之生產技術

之研發與應用，以稻莖、牧草、蔗渣等纖維

植物生產生質能源。

（六）推動生物基因改造技術之運用，

改善農業生產力。

一、前 言

本（2008）年 4 月以來，聯合國的糧食

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

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簡稱 FAO）相繼發

表「作物前景與糧食情勢」 (註 1)（Crop Pro-

spects and Food Situation）及「糧食展望報

告」 (註 2)（Food Outlook）， 5 月 29 日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與 FAO 亦聯合發

布「2008-2017 年農業展望報告」（OECD-

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2008-2017），說明

全球農產品市場展望與探討影響農產品市場

發展之不確定因素，並就相關政策議題及合

宜的因應對策提出看法。

本年第 1 季小麥、植物油價格創下歷史

新高，第 2 季玉米、大豆及稻米 (註 3) 等價

格亦突破新高，肉類價格則受飼料成本上漲

的影響亦連番上漲，全球農產品價格上漲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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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各國食物類物價及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攀高，且因糧價高漲，全球已有 8 億

人口遭受飢荒的威脅，部分國家甚至引發動

亂，對開發中國家及未開發國家的糧食安全

(註 4)有不利的影響。因此，糧價上漲已成為

各界相當關注的議題。

另外，由於我國小麥、玉米等穀類及大

豆等油籽農產品的自足率偏低，故這些農產

品一向仰賴進口。受全球農產品行情大漲影

響，勢必對食物類價格造成衝擊，進而影響

CPI。根據主計處之統計，本年 1 至 5 月我國

CPI 上漲 3.7% (註 5)，食物類上漲 8.6%（對

CPI 年增率貢獻 2.2 個百分點）大於整體 CPI

上漲率，其中穀類及其製品較上年同期上漲

11.1%、肉類上漲13.9%、乳類上漲 4.5%。雖

然近期全球農產品價格有回落現象，惟仍處

高檔，對國內物價上漲壓力依然存在，值得

持續追蹤其後續可能之走勢及變化。

本文目的在於瞭解全球農產品市場的發

展現況及未來展望。首先，說明近年全球糧

價漲幅及上漲之主因，並分析本年以來全球

食物價格之走勢。其次，分析全球農產品價

格展望及探討影響其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同

時說明全球農產品價格上漲之影響，及分析

合宜的政策因應。最後，在結語嘗試建議我

國政府主管機關的因應之道。

二、全球農產品市場發展現況

（一）近年全球糧食價格大漲與成因

根據FAO（2008b）統計，過去 3年國際

糧價漲勢驚人，2006 年 FAO 食物價格指數

上升 8.6%，2007 年上升 23.5%。其中穀物

類（糧食）價格在 2006 年上漲 17%，2007

年漲幅更高達 38.7%（表 1）。根據 FAO

（2008a）的研究，近年全球糧價上漲的主要

原因如下：

1. 穀物產量減少

由於主要穀物生產國之氣候條件不佳，

造成 2005 年與 2006 年穀物生產分別減少

3.6%與 6.9%。

2. 庫存量偏低

因庫存不足，使得產量不足的問題雪上

加霜。FAO（2008b）的研究指出，2007年全

球穀物的庫存量相對利用量比率（stock-to-

use ratio）僅 18.8%，為過去 30 年來最低。

3. 糧價與油價相關性高

油價高漲帶動糧價上漲，兩者相關係數

超過 0.6，過去兩年間肥料價格增加 3 倍，運

輸成本增加 2 倍，油價快速上漲對糧價產生

極大調漲壓力。

4. 生質燃料需求大增帶動糧價高漲

根據估計，2007 年約有 1 億公噸（占全

球穀物產量約 4.7%）的穀物用於生產生質燃

料，而同年美國約使用 8,000公噸的玉米生產

乙醇，較 2006 年增加 37%。

5. 部分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使得飲食習



國際金融參考資料 第五十六輯

— ８３ —

慣改變，對糧食作物的需求增加

過去 15 年間，中國大陸肉品消費增加 2

倍，巴西增加 70%，印度增加 20%。大約 7

公斤的穀物可生產 1 公斤的肉，因此隨肉品

消費增加，將刺激穀物需求大幅上升，促使

穀物價格上漲。

（二）本年以來全球食物價格呈現高檔震盪

走勢

本年 3 月因小麥、大豆等價格創新高，

使得食物價格指數創下 218.1 之歷史新高，4

月略降至 216.7，5 月則因肉類、油與油脂價

格上漲，食物價格指數回升至 217.5，分別較

上年 5 月與 12 月上漲 51.3%與 16.7%（見表

1 與圖 1）。根據 FAO（2008b）及 OECD 與

FAO（2008）對未來 1 年之預測，除玉米雜

糧庫存量仍將減少，價格可能持續走揚外，

大部分農產品產量將提高，食物價格或可望

因此下跌。

以下依食物主要種類區分，分別說明各

分類價格指數 (註 6) 之近期走勢（見表 1 與

圖 2）。

1. 穀物類指數

本年 5 月由於預期本年小麥主要出口國

將豐收，小麥價格持續下跌，穀物類指數由

表 1：全球食物價格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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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全球食物價格指數之走勢

圖 2：全球食物各分類價格指數之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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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之 280 跌至 5 月的 273，惟與上年 5 月比

較仍大漲 84.4%。

近期小麥價格已有小幅回升跡象。玉米

則因市場需求強勁，加上 6 月以來美國中西

部遭逢近 15 年來最大水患，農業損失嚴重，

在玉米庫存量將大幅減少之預期下，推升 6

月份玉米價格頻創新高。稻米方面，隨本年

5 月間部分國家相繼宣布取消稻米出口禁令

(註 7)，加上預期全球第二大稻米出口國越南

稻作將豐收，可望於本年 7 月取消稻米出口

禁令，對未來米價或將產生下跌壓力。

2. 肉類指數

自本年 2 月起肉類指數逐步攀高，本年

5 月指數達 145，為 2005 年 3 月以來新高，

較上年 5 月上漲 21.8%。若與穀物與乳製品

市場比較，肉品及牲畜市場漲勢相對溫和，

惟因主要生產國飼料成本高漲，因此未來肉

品零售價格仍將持續看漲。

3. 乳製品指數

本年 5 月指數為 265，較 2007 年 11 月的

高點已下挫 12.3%，反映傳統乳製品進口國

國內大量生產後進口需求減弱。

4. 油與油脂類（oils & fats）指數

本年 3 月指數創下 285 之歷史新高後，4

月略降為 276，5 月再升至 280，較上年同期

上漲73.9%。由於植物油及油脂的需求擴張，

不僅作為食物用途亦作為生質燃料的原料，

加上產量成長減緩，以致全球供給緊俏，價

格持穩在高檔。4、5 月價格指數維持相對穩

定主要係反映本年全球油籽產量將明顯復甦

之預期。

5. 糖類指數

2007 年平均指數為 129，較 2006 年下跌

32.1%，反映進口國國內糖品生產復甦所致。

本年 2 月指數創下 173 的近年新高，惟因預

期 2008 年全球糖品將生產過剩，3 月以後指

數轉趨下跌，至 5 月為 155，與上年 5 月相較

仍上漲 28.1%。

三、全球農產品市場之未來展望

（一）全球農產品價格之展望

1. 預期中長期農產品平均價格將遠高於

過去 10 年的平均水準

根據 OECD與 FAO（2008）指出，未來

10 年農產品價格將從高峰回落，先前動輒連

創新高的情況應能減緩，但各種農產品的中

期平均名目價格仍將遠高於過去 10 年的平均

水準。

農產品供給面的驅動力量（生產力提

升）最終將超過需求面的驅動力量（包括食

品、飼料及為生產生質燃料之工業需求）。

因此，多數農產品價格將可能逐漸下降，但

不致再回至過去 10 年平均水準。

供給方面，作物產量持續提高將較耕地

面積擴大對供給增加更有決定性影響。逐漸

提高的乳品及家禽產量也能支撐牛奶、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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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增加。本次展望中一個關鍵假定為美元

對多數貨幣將會更為強勢（見附錄）。受此

匯率變化影響的國家將可能提高國內售價而

增加生產。儘管油價上揚造成生產成本上

升，帶來些許供給減少的壓力，但上述因素

將支撐全球農業增產。

需求方面，飲食習慣改變、都市化發

展、經濟成長與人口擴增均促使開發中國家

的食物與飼料需求提高。食物與飼料需求為

驅動農業需求成長的最大因素。但除此之

外，現又新增生質燃料需求。雖然生質燃料

需求增加低於食物和飼料需求增加，但此卻

為十多年來最大的新增需求來源，也是農產

品價格上揚的重要因素。

綜合上述說明可知，由於生質燃料產量

提高增加對穀物、油籽及糖之需求、開發中

國家所得提高支撐糧食及飼料需求，加上油

價高漲提高農作物生產成本，預期上述 3 項

因素將使未來農產品價格仍將上漲，平均而

言將高於過去 10 年平均值，但預期多數農產

品價格仍較目前或近期新高的價格為低。由

於穀物價格及飼料成本走高，連帶促使肉類

價格也水漲船高。

OECD 與 FAO（2008）之報告指出，若

將2008~2017年的平均名目價格與1998~2007

年做比較，植物油將上漲 80%以上，漲幅最

大；其次，奶油和油籽將上漲逾 60 %，小

麥、雜糧和脫脂奶粉將上漲 40%~60%，粗

糖、白糖與稻米價格將上升約 30%；牛肉和

豬肉價格將上漲約 20%，漲幅相對緩和（見

圖 3）。

展望未來，仍有許多因素可能使得未來

價格波動較以往為大，包括庫存量相對利用

量比率偏低、氣候條件詭譎多變、農產品的

圖 3：未來 10 年與過去 10 年全球食物價格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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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需求增加，以及非商業之投資資金大量

投入農產品期貨市場等。

2. 庫存量相對利用量比率偏低，對穀

物、油籽及其製品價格提供支撐

雖然預期 2008 年穀物生產將強勁復甦，

但目前庫存偏低顯示市場持續緊俏，尤其糧

食、飼料及燃料需求未顯示減少。雖然生產

增加，但因庫存量相對利用量比率偏低，預

期未來 10 年穀物價格仍高。然而，長期生產

力提高及耕種面積增加，預期價格將低於近

期高點。全球米價預期仍將處於高檔，自

2010 年後可能轉弱，但因生產成本較高，也

不致於回降太多。

由於對糧食及生產生質柴油的植物油需

求強勁，使得油籽及其製品之庫存量相對利

用量比率仍有下調壓力。需求強勁及庫存偏

低，將支撐未來幾年油籽及其製品的價格，

但自此之後，價格將隨供給與需求調整而下

降。

3. 糖價將隨白糖日增的溢價優勢而轉強

隨全球糖市供需漸趨平衡，粗糖與白糖

等指標價格將明顯轉強。由於預期粗糖供給

將擴大及提煉成本提高，白糖與粗糖價格差

距（margin）將拉大。因歐盟國家白糖出口

補貼政策喊停，將降低歐盟國家為白糖主要

出口國的角色，未來幾年粗糖精製成本上

揚，將反映在白糖日增的溢價優勢上。

4. 肉價將維持在目前均價之上，但乳製

品價格預期將自 2007 年的高價回落

由於飼料成本提高及主要新興國家肉品

需求殷切，預期肉類價格中期仍高於歷史高

價。至於全球乳製品價格未來 2 年將轉弱，

反映價格上漲供給擴增。

5. 全球農業重心將由 OECD 國家轉向開

發中國家

隨著開發中國家生產與消費成長將較

OECD 國家為快，預計至 2017 年，除了雜

糧、起司與脫脂奶粉之外，開發中國家將在

其他農產品產銷中居於領導地位。

（二）各主要農產品市場之展望

上節分析說明全球農產品市場未來概

況，以下將就各類農產品市場之展望做進一

步的說明。

1. 小麥與雜糧市場預期仍將緊俏

雖然2007/2008年小麥與雜糧產量創下歷

史新高，且自此維持溫和成長，惟預期穀物

市場仍將吃緊。由於美國乙醇產業擴張迅

速，對玉米之需求強勁成長，明顯影響雜糧

市場。至 2017 年，預估美國玉米產量的 40%

左右將轉為生產生質燃料。由於乙醇產業對

穀物需求相當殷切，加上牲畜部門的飼料需

求，對全球已顯偏低的穀物庫存量相對利用

比率將造成更大壓力。

雖然庫存偏低加上穀價偏高，將可能刺

激更多農地投入生產，加上先前受旱災之苦

的澳洲的生產已復甦，理應供給大增，惟在

許多國家不易新增耕地，加上農地在穀物與

油籽作物間競用，預期未來穀物產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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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仍為生產力提高，非耕地的增加。

全 球 小 麥 與 雜 糧 產 量 預 計 將 由

2002~2006 年平均之 5.97 億公噸與 9.65 億公

噸，升至 2017 年之 6.89 億公噸與 12.17 億公

噸。預期全球小麥價格在 2007/2008年間達每

公 噸 318.6 美 元，隨 後 逐 年 下 跌，至

2012/2013 年間止穩，自此約維持在每公噸

231 美元左右 (註 8)（見表 2）。雜糧價格則

因 預期 玉米 需 求強 勁 而較 為 強勢，自

2007/2008 年間之每公噸 181.3 美元攀升至

2010/2011 年之每公噸 189 美元，再逐步回跌

至 2017/2018 年之每公噸 164.6 美元。

表 2：未來 10 年全球農產品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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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產力提高支撐稻米供給

雖然稻米耕作面積縮減，但因品種改

良，生產技術更佳，預期全球稻米產量在未

來 10 年將成長 10%左右，主要為南亞及東南

亞國家產量擴增所致。因所得快速成長及飲

食多元化，預期亞洲地區平均每人消耗量將

減少，反觀在非洲，稻米重要性提高，平均

每人消耗量由 22 公斤提高至未來 10 年的 24

公斤以上。此外，稻米貿易量預期將下降，

反映許多國家實施稻米自給自足的政策。預

期全球稻米庫存量減少的趨勢未來將反轉，

主要因為稻米供給量擴增以及稻米價格的波

動會加速儲糧的需要。

3. 強勁需求驅動油籽及其製品生產

若比較 2017 年與 2005~2007 基準年，開

發中國家油籽粉（oilseed meal）的消耗量將

增加約 50%，其中中國大陸為滿足其發展迅

速的牲畜業所需，約消耗一半成長率。

在所得成長支撐下，自油籽作物及棕櫚

樹提煉的植物油消耗量成長最為快速，達

80%以上。需求成長大多為食物用途，但生

質能源利用也逐漸增加。若比較 2017 年與

2005~2007基準年，因生產生質柴油所需的植

物油增加 1,430萬公噸，約占植物油消耗增量

的三分之一。

歐盟國家對植物油的生質能源利用主要

為油籽油，2017 年可利用全球產量的 8%及

其國內植物油消耗量的 41%。生質柴油產業

預期將在多個國家發展，尤其是加拿大及澳

洲，而生質柴油生產將增加印尼與馬來西亞

棕櫚油，以及巴西大豆油的國內需求，使得

這些國家的植物油或油籽出口減少。

除了飼料用途需求快速成長外，無論是

生質柴油生產過程中的植物油的直接需求，

或隨乙醇生產增加的穀物間接需求，生質燃

料已漸成為全球油籽及其製品生產的長期驅

動力，這不僅影響油籽的相對價格，且生質

燃料價格變化也將影響不同作物可耕地的競

爭利用。

4. 消費成長趨勢不變及政策改革使得糖

品市場緊俏

巴西為全球最大食糖、乙醇的生產國與

出口國。由於燃料車未來仍為汽車市場主

流，加上油價居高不下，生產乙醇之蔗糖需

求預期也將提高。蔗糖作物用於生產乙醇比

重將由 2005~2007 年之 51%升至 2017~2018

年之 66%。巴西蔗糖將於 2017年增產 75%，

然而因國內及國際需求不致減弱，糖價仍有

向上攀升的空間。開發中國家將主導全球糖

品產量及消耗量的增加，主要因其人口成長

及所得增加所致，其中又以印度及中國主宰

全球消耗量的增加。

5. 飼料成本雖提高，全球肉類生產持續

成長

2008~2017 年間全球肉類產量預期每年

將成長 2%，其中 OECD 國家每年成長

0.5%，而非OECD國家每年成長 2.5%。至於

肉類產量成長主要係因投資增加、養殖容量



國際金融參考資料 第五十六輯

— ９０ —

擴增，及基礎設施與生產技術改善所致。由

於購買力提升及都市化程度提高，開發中國

家已逐漸增加動物蛋白質的攝取，預估其肉

品消耗量將貢獻全球成長的 80%以上。

6. 緊俏的乳製品市場轉趨緩和

全球乳製品市場已產生結構性轉變，由

供給導向轉為需求導向。開發中國家因都市

化程度及所得提高，飲食習慣改變，乳製品

消費增加，因此，需求重要性日益提高。

在 2008~2017 年間牛奶產量主要由非

OECD 國家主導。因需求成長快速，刺激牛

奶及牛油的生產，而印度身為全球最大生產

國，故乳製品擴張相當明顯。因飼料及能源

價格高漲而使得生產成本大幅提高，此將影

響牛奶產品之生產加工、分配，也鼓勵畜牧

業競爭。

全球乳製品市場之未來演變將受政策干

預、糧食安全，以及因大量牲畜飼養、水資

源利用及畜牧地競爭等環境限制因素之影

響。乳製品市場展望的關鍵為面臨價格波動

性提高及低庫存現象，市場調整的能力。

7. 生質燃料的生產與利用同步提高

2000~2007年間乙醇產量增加 3倍，並以

美國及巴西為主力。同期間生質柴油產量由

不到 10 億公升增至 110 億公升。歐盟原先產

量占全球 90%以上，但隨著許多國家陸續跟

進生產，歐盟的生產比重在 2007 年已降至

60%以下。

雖然公共部門支持生質燃料的生產且油

價迭創新高，惟在小麥、玉米及植物油等創

下歷史天價後，許多國家已考慮延緩發展生

質燃料的可能性。公共部門主要以租稅扣抵

或租稅減讓等補貼方式，降低生質燃料的生

產成本。唯一例外者為巴西，因全球蔗糖價

格較低及生產過剩，因此，巴西藉由蔗糖提

煉乙醇，提高乙醇生產的獲利能力。OECD

與FAO（2008）指出，國際油價在每桶 35 美

元以上時，使用蔗糖生產乙醇汽油均具競爭

力。預期生質燃料價格在未來幾年仍高，與

2007 年相較，生質燃料生產者其經濟狀況仍

可改善。

全球乙醇產量預期將快速成長，至 2017

年將達 1,269億公升，為 2007年的兩倍。全球

乙醇價格在 2009年將達每百公升 55.6美元高

價，然後隨一些國家加入生產，在2013~2017

年間將回落至 51~53 美元（見表 2）。

8. 全球生質柴油的生產及利用主要由政

府政策驅動

在2017年全球生質柴油的產量將達243.6

億公升。全球生質燃料價格預期仍高於一般

石化燃料的生產成本，而全球生質柴油價格

在 2008 年為每百公升 98.6 美元，自 2009 年

後大致維持在每百公升 104~106 美元。如同

乙醇情況一般，柴油的強制混合使用將刺激

生質柴油需求與貿易量，但由於在寒冷氣候

使用棕櫚油生產生質柴油有其技術限制，加

上主要消費國國內生產增加，因此，全球貿

易量變動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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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產品貿易之主要發展

1. 開發中國家主導全球貿易量的快速擴

張

所有農產品的全球進口量預期將持續成

長，若與 2005~2007 年平均值相較，其中以

全脂奶粉進口成長逾 50%最大，其次為植物

油及牛肉、豬肉等牲畜產品，成長率介於

40~50%間，而小麥成長最弱，約 15%左右

（見圖 4）。

以農作物進口來說，除植物油外，開發

中國家主導全球農產品進口的擴張。對小麥、

糖、油籽及油粉而言，大部分進口成長來自

亞洲的開發中國家；稻米與雜糧的進口成長

主要來自非洲的開發中國家及未開發國家。

以牲畜產品進口言，牛肉、豬肉及起司

的進口成長以 OECD 國家較大；至於家禽肉

與奶粉之進口成長主要來自亞洲的開發中國

家。

2. 新興開發中國家將在某些農產品出口

挑戰 OECD 國家的主導地位

開發中國家不僅在多數農產品進口扮演

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出口表現方面亦不遑多

讓，除植物油、糖與稻米等外，開發中國家

出口成長率均高於 OECD 國家（見圖 5）。

至 2017 年，OECD國家的植物油、糖及稻米

出口僅各占全球出口的 6%、14%及 10%，隨

開發中國家各項農產品出口成長持續擴大，

OECD 國家的出口比重持續降低。即使如

此，OECD 國家在小麥、雜糧、豬肉及所有

乳製品出口貿易仍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圖 4：全球各農產品的進口量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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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產品市場發展不確定因素之探討

OECD 與 FAO（2008）展望所處的目前

環境特徵為金融市場不穩定度提高、糧食價

格高漲、全球經濟成長出現轉弱訊號，及關

心糧食安全問題。而過去氣候情況、動物疫

情爆發、總體經濟環境及各國政策均為影響

全球農產品市場之因素。目前問題是這些關

鍵的不確定因素將如何改變，以及若不確

定因素改變將對市場展望有何種程度的影

響。

就供給面而言，天候不佳係造成近年重

要穀物生產國供給短缺的重要原因。氣候不

佳是否僅為偶發事件或顯示未來仍無法擺脫

全球暖化及多變的氣候條件呢?在糧價高漲及

對糧食安全關心程度提高下，是否能為生產

力提高、技術進步與突破或新增耕地帶來轉

機呢？對開發中國家而言，預期高檔不墜的

農產品價格傳遞至國內市場使農業再復甦，

以及改善國內與國際市場競爭地位的潛能又

是如何？第二代生質燃料 (註 9) 生產技術之

可利用性的時機又是如何？國際油價未知的

變動又將如何影響生質燃料生產及農產品市

場？

就需求面而言，總體經濟情況對未來市

場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OECD 與 FAO

（2008）假定經濟成長將放緩（見附錄），

使得需求、貿易量與農產品價格呈較溫和態

勢。匯率變化對農產品市場有重要影響力，

因本國貨幣對美元匯率之變化將影響比較利

益，促使國內市場反映國際市場價格變動。

需求面較為特殊的不確定因素為非生產性的

投資增加，如金融基金至農產品市場進行期

圖 5：開發中國家在全球農產品出口居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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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交易，及金融衍生性商品需求日益增加對

穀物需求、風險管理策略及現貨價格的影響

程度大小。

另外，政策干預對農產品市場也會造成

不確定性。例如政府生質燃料政策改變，提

高或降低國內生質燃料的生產目標，將對農

產品市場產生重大影響。為因應國際農產品

價格大幅走高，許多國家實施出口限制措

施，此項政策短期或可減輕國內消費者負

擔，卻不利於國內生產者，且抑制供給增

加，將使全球農產品市場供需情勢更為惡

化。

四、農產品價格高漲之影響與合宜的政策因應

（一）農產品價格高漲之影響

1. 農產品價格高漲對缺糧之貧窮國家生

計影響甚鉅

高價農產品除有利於 OECD 國家農民，

對開發中國家生產者也是好消息。而農民所

得提高也有乘數效果，使得鄉村地區所得水

準提高。

但是，另一方面，它對於糧食淨進口的

開發中國家的貧窮人口影響很大。因為在其

有限的所得中，糧價上漲將降低所得的購買

力，尤其是這些國家的食物支出通常占其所

得的 50%以上，目前偏高的糧價將使更多窮

人陷入營養不良及飢餓的窘境。

2. 食物價格高漲對開發中國家通膨之影

響較已開發國家大

由表 3 可看出食物價格上漲對 CPI 年增

率之影響。多數國家近期食物類通膨超過整

體通膨，且開發中國家食物類通膨明顯高於

OECD 國家。

OECD 與 FAO（2008）分析指出，已開

發國家食物類通膨較為溫和，且食物支出比

重不大，因此，食物類價格上漲對 CPI 影響

較溫和。2008 年 2 月與 2007 年 2 月相比較，

多數已開發國家之食物類價格上漲對 CPI 年

增率之貢獻低於 1 個百分點（見表 3）。反

觀，開發中國家食物支出比重相對偏高，如

孟加拉為 64.5%，斯里蘭卡為 62%，其他多

數開發中國家則介於 40%~50%間，因此食物

價格高漲對 CPI 影響明顯較大。例如，中國

大陸 8.7%的 CPI 年增率中，食物類價格上漲

貢獻 6.5 個百分點；孟加拉 10.3%的CPI年增

率中，食物類價格上漲貢獻高達 9.2 個百分

點。

（二）面對全球農產品價格高漲合宜之政策

因應

針對當前面臨的糧食與農業危機，

OECD、FAO 與國際糧食政策研究院（Inter-

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等相關機構均亟思解決之道，並提出

應 變 方 案。以 下 根 據 OECD 與 FAO

（2008）、Joachim von Braun, et al.（2008）

提出之建議，說明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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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貧窮國家進行人道援助，並協助其

進行農業投資

預期未開發且缺糧國家的脆弱性與糧食

供給的不確定性，將隨糧價高漲及高波動性

而提高。短期內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對受影響

最深的國家民眾進行人道物資援助，以減少

高糧價對貧窮國家的負面衝擊 (註 10)。中期

而言，有必要加速貧窮國家之成長與發展，

以及協助其發展農業基礎。對某些貧窮國家

而言，農業投資（包括農業研究發展及教育

表 3：食物類價格上漲對 CPI 年增率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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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常為減少貧窮、刺激經濟活動的最佳方

式。農產品價格高漲也提供此誘因。一般來

說，改善農業環境的投資應是最適當的，這

些包括改善治理及行政管理系統、總體經濟

政策、基礎建設、教育、健康及加強財產權

的觀念等。

世界銀行於本年 5 月 29 日宣布一項規模

12 億美元的快速反應機制（fast-track facil-

ity），支持安全網（safety net）的援助計

劃，以因應全球糧食危機，其中 2 億美元將

直接補助極度迫切需要協助的貧窮國家

（World Bank（2008））。該項經費用途包

括以工代糧、有條件之現金移轉、資助學校

午餐、提供種子與肥料及改善灌溉系統等。

世界銀行並表示，2009 年資助農業投資和糧

食援助的金額將提高 5 成至 60 億美元。

2. 檢討農業貿易政策

OECD 與 FAO（2008）農業展望係假定

農業貿易政策不變（見附錄）。但未來的政

策走向將明顯影響未來農產品價格的變化。

無論為進口或出口，貿易限制政策均將造成

不利或非預期的衝擊。就進口來說，實施非

關稅貿易障礙以保護本國生產者，將不利本

國消費者。課徵出口稅及採行出口限制措施

短期對本國消費者有利，但對本國生產者將

造成更大負擔，因其限制供給增加的機會，

提高全球市場供給的不確定性。因此，面臨

當前糧食危機，OECD 與 FAO（2008）及

Joachim von Braun, et al.（2008）均建議取消

農產品的出口稅及出口限制。

3. 加強提高農產品供給之研發

未來宜加強生產與收穫量不足、氣候改

變及水資源利用在趨勢、波動性與風險方面

之分析。同時強化未開發國家農業之研究與

發展（R&D）投資、技術轉移及密集服務，

以提高生產力與產量。

此外，生物基因改造（genetically modi-

fied organisms, GMOs）技術的進一步開發利

用，將可改善生產力及提高作物產量。

4. 重新檢討生質能源政策

當前及未來農產品價格高漲的原因之一

為政策驅動生質燃料供給與需求的快速增

加。根據 OECD 與 FAO（2008）引述 OECD

與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dmin-

istration, IEA）尚未發表的研究指出，生質燃

料在能源安全、環境及經濟效益上，並不算

可觀，有時甚至淪於負面的影響。OECD 與

FAO（2008）更建議各國應鼓勵減少能源需

求及抑制溫室氣體（greenhouse-gas, GHG）

的排放量 (註 11)，以解決全球暖化問題，同

時加速引進第二代生質燃料之生產技術，以

避開使用當前穀物及其他農產品之衍生性需

求。Joachim von Braun, et al.（2008）亦建議

應考慮凍結或減少生質燃料目前產量直至糧

價下跌至合理水準為止，同時在不影響糧食

供給下，發展新生質能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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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語

依據 WTO 統計資料顯示，2006 年我國

是全球第 10 大農產品進口國，而農產品出口

亦排名第 26 位（歐盟 25 國 (註 12) 視為一

體）。此外，穀物之中，除稻米可自給自足

外，其餘幾乎仰賴進口。因此，瞭解全球農

產品市場未來之發展趨勢，將有助研判我國

未來物價的可能變化，對我國而言實為相當

重要之課題。

由前述分析可知，未來 10 年全球農產品

價格雖可能因供給面的驅動力終將超過需求

面的驅動力而下跌，但不致回至過去 10 年平

均水準，換言之，未來數年農產品價格仍可

能維持在相對高檔，對於小麥、玉米及大豆

等自足率極低的我國而言實為不利。

因應未來糧價可能居高不下，國際組織

提出若干應變方案，或可提供我國農業政策

的借鏡，建議政府主管機關可採行下列因應

措施：

1. 增加公糧庫存數量，適時平抑市場價

格。

2. 擴大大宗物資進口來源，降低進口成

本。

3. 暫停目前生產成本仍高的生質能源作

物（如以大豆、向日葵等油籽為原料製成生

質柴油）推廣種植策略。

4. 鼓勵休耕地進行復耕，緩解糧食供需

失衡帶來的價格上揚衝擊，尤其針對未來幾

年價格仍將居高不下的玉米，更應考慮補貼

農戶，鼓勵擴大種植面積，除增加食用外，

還可降低飼養牲畜的飼料成本。

5. 加速第二代生質燃料之生產技術之研

發與應用，以稻莖、牧草等纖維植物生產生

質能源，避開當前使用穀物及其他農產品生

產生質燃料所衍生的與民爭糧問題。

6. 推動生物基因改造技術之運用，協助

改善農業生產力及提高作物產量。

附錄：OECD 與 FAO 2008-2017 年農業展望之主要基本假定

一、低但持穩的經濟與人口成長支撐農產品

之需求

1. OECD國家未來 10 年每年平均經濟成

長率雖然略為放緩，但仍可達到 2.2%。

2. 主要新興經濟體（如中國及印度）之

經濟成長率雖然減緩，但仍為全球經濟成長

的主力。

二、雖然油價高漲但未導致嚴重通膨現象

1.假定全球油價緩步上揚，由 2008 年每

桶 90 美元升至 2017 年之每桶 104 美元。

2. 預期 OECD 國家通膨長期仍處於每年

約 2%的低水準，但新興及開發中國家的通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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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較高。

3. 雖然食物價格高漲、全球經濟持續成

長及全球貿易擴張，許多國家物價仍相對穩

定。

三、未來生質燃料產量成長仍相當看好

1. 未來生質燃料生產成長主要推動力為

高油價及公部門支撐，尤其是 OECD 國家。

2. 最近歐盟及美國的生質能源政策可能

的轉變均未納入考量。

四、固定實質匯率下，預期美元對多數貨幣

升值

1. 在固定實質匯率假定之下，各國通膨

與美國通膨差距為決定未來匯率變化的主要

因素。

2. 本次展望期間，預估歐元匯率依然穩

定；日本因通膨相對美國為低，因此預期日

圓將進一步升值；至於高成長與高通膨的國

家，如巴西、印度等貨幣大多呈貶值態勢。

五、2017 年前政策並未改變

1. 部分 OECD 國家現有政策改革使得供

給對價格變動更有彈性。而愈來愈多的開發

中國家因為需求與供給相對有彈性，加上這

些國家全球貿易比重上升，對農產品市場的

調整具有改善的作用。

2. 假定政策在 2017 年前不會有任何改

變，隱含本次報告並未考慮美國或歐盟政策

改變或任何反映杜哈回合談判結論的貿易政

策改變。

附 註

(註 1) 每年出版 5 次，分別為 2、4、7、10 及 12 月，主要係針對全球及各大洲穀物供給與需求情勢進行分析。

(註 2) 每半年出版 1 次，分別為 6 月及 11 月，主要針對當年及未來 1 年不同農產品市場之產量、消耗量、貿易量、利用

量、庫存量及價格進行預測分析。

(註 3) 受到中國大陸自 2008 年 1 月起課徵 5%的稻米出口稅，加上本年以來印度、越南、埃及、巴西等國實施稻米出口禁

令等，使得稻米供給出現疑慮，推升米價上揚。

(註 4) 例如非洲的索馬利亞、肯亞等國經歷天然災害、內亂，加上糧價高漲，數以萬計的人口處於飢荒之中，糧食安全情

勢急遽惡化。詳見 FAO（2008c）之說明。

(註 5) 2007 年我國全年 CPI 上漲 1.8%，全體食物類上漲 2.8%，其中穀類及其製品上漲 2.61%、肉類上漲 3.3%、乳類上漲

5.8%。

(註 6) 穀物主要分為小麥、雜糧及稻米三大項。雜糧包括玉米、小米、高梁等。油與油脂包括大豆、向日葵、油菜籽、花

生、椰子乾等油籽作物及由其提煉的植物油，如大豆油、棕櫚油、椰子油、花生油等。

(註 7) 如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國已於本年 5 月間相繼宣布取消稻米出口禁令。

(註 8) 由於食物及生質燃料需求增加，OECD與FAO（2007）去年預估 10 年後（2016/ 2017 年）小麥與雜糧分別為每公噸

183.2 美元及 138.2 美元，本次預估 2016/ 2017 年各為每公噸 231.6 美元及 166.2 美元，分別上修 26.4%與 20.5%。

(註 9) 第一代生質燃料可能威脅糧食供應，與石化燃料比較無太大的成本競爭優勢，且部分生質燃料只能有限度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第二代生質燃料係使用殘餘的非食物部分，如稻莖、蔗渣或從木屑提煉生質燃料，較不會有與民爭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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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註 10)由FAO籌辦於本年 6 月 3 日至 5 日在羅馬舉行的全球糧食高峰會，通過糧食安全宣言，將致力減少貿易障礙，提高

農業生產，克服全球糧食危機，並在 2015 年前達成全球饑民減半的目標。

(註 11)關於檢討生質燃料發展政策方面，2008 年 6 月在羅馬舉行之全球糧食高峰會並未取得共識，僅表示考量全球糧食安

全、能源及發展需要，以農作物製造生質燃料，兼具挑戰和機會，利弊如何拿捏，值得深入研究。

(註 12)2007 年 1 月另新加入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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