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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家庭農場的經濟分析

一連續記帳農家個案研究*

李朝賢* * 

壹、緒論

農場家計單位(草稱竄雇農場)馬世界各國農業經營的主體，根攝Nakajima的

定義，農場軍計單位厲農場廠商(farrn f i rrn) 、醫勘~計單位(the laborer' s 

household)及消費家計單位(the consurner's household) 三者的綜合體 (Naka-

j i rna , 1986) ;由誼定義可以理解農場家計單位同時掛讀生產者、醫j]提棋者及

消費者的角色，過去傳統的分析方法皆只分別針對農場家計單位的單一角色經濟

行聶進行研究，未能同時考量其三種角色行為間裡蟬的關連性。

室住雇農場理論 (theory of farnily farrn) 基本上是屬於家計 廠商理論(

theory of household-firm) 的範疇，苦經濟理論有二種主要特性: (1)部帥的生

產品由自家消費掉， (2)部甜的生產因素由自家所提棋;此種生產興消費的結合，

使軍區農場理論亦讀符合傳統生產理論與消費理論的諸多原理(Khrishna ， 1969) 

。由於家庭農場理論模型能同時說明農場家計單位的生產、聲動但結及消費行聶

間的理論關連性，將之用來實譚研究政府政策干預對農場家計單位的影響時，興

過去傳統的分析結果可能產生明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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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槌1975年開始，史丹福大學糧食研究中心的一群研究者已噩展出一聯結生

產者、消費者及勢動位給者使單行爵的農場家計模型(agricultural household 
mode 1) ，話理論模型認聶在一真正的完全自拍自足的家庭農場，這些經濟行晶晶

同時聯立訣定的，但對一半商業化的農場 Csemicommercial farm)而言，這些法

第雖然是相互闌珊，但並非同時快吏的，農場皇軍計單位可單獨訣定其生產訣單而

不讀考慮消費，及普勘位給訣策，但接二快車卻與生產快車相關連，此乃固揖家庭

且場的生直接單訣定了農場利潤，進而構成農家所得，再進而影響消費與持動但

結訣策 C]orgenson and Lau , 1969) 。

台灣的農擇生產以家庭農場揖經營的主體，農家同時扭攬生產單位與消費單

位的角色。就其生產面而言，家庭農場晶追求且場利潤之最大，對各項可怯使用

的資輝與家屋所擁有的勞動力必讀作適當的配置;就其消費面而言，農*揖追求

效用之最大，必讀針對各種不同財貿與休閒時間多專作適當的選擇。目前台商稻

作及揮作記帳農家的在消費部借自家生產的農產品及由自家提俱部份的生產因素

的行屑，亦即台灣的福作屋畫家與極作農家特古軍雇農場理論的基本特性，因此就

理論上而言，這兩輯農京的消費與營動哄抬訣單行品與其生產缺章相關聯。

回顧國外有關農場家計檀型的實誼研究，雖已同時考量農場的家計部門興生

產部門的特性以及其相關的經濟行盾，但所引用的理論基礎體會三項值設: (1)農

家收入主要來自農業收入， (2)農家無儲蓄， (3)農家土地無租出草租λ ， 1比假設在

些聞聲中國家或落後國家的家庭農場可能揖興，但對於農場已近商業化的國家

，重日日本、台灣及南韓等圈，農場家計模型的理論基體必蜜作適當的修正，尤其

對農場家計單位的成員場外兼業行厲、農靠的儲蓄缺策以及農場土地的祖貫祖輩

應予以一併考量扭模型中(註1) ，否則其適用性將軍質疑。

本省農眾的撞牆記帳工作站於民國42年，其記帳內容除盟場收主與勞動工數

外，並包括農場外收主、家計費用以及農家的資產負價狀扭，這些連讀記帳農戶

遍佈全省，且是由同一農場主將其農場上的每一項組濟活動詳細壺錯整理而戚，

這些唾貴資料可代表全省農戶在過去遣陸期間歷經各現農業政策及內外在經濟環

揖鹽遷下的經營成果與鱷勢，探討這些深具代表性農載的經濟行揖應晶研究台灣

農業、農村及農家噩展的一項重要課題，但在雄事這些農家的快車行聶實置研究

時，函、讀先建立一完整的農場家計理論模型，莒模型應能酒蓋農場家計單位的生

產、勞動供給、消費與分配等層面，如此方能更揮λ了解台灣農家的權雜經濟行

晶。

綜上所述，本主的研究目的可歸納如下:

1.了解台灣書記區農場的經濟概由及其相闊的經濟特性。

2 探討家庭農場經濟行揖訣聾的理論基礎，並建立一完整的農家經濟模型。

(2) 



農業鱷濟半年刊，53期，民國82年6月 -3一

3_賀龍分析台商記帳農家的生產、勞動配置、消費與儲蓄訣單行盾。

搞了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試圖針對民國61年至78年間的連續記帳

稻作農家的經濟行爵進行時間序列分析，資料來輝主要擂台灣省農*記帳興極心

農場經營記帳報告。此項研究至少具有下問揖點重要性:

1 晶體展一較完整的台灣撞騙記帳農家經濟模型，並進行實誼研究。

2月民攝樟型推估的結果，分別就生產、黃頭配置、消費組合、資產組合(port一

fo 1 i 0)等層面分析連讀記帳農罩之經濟行晶。

3_模型因同時考慮農家的生產面與消費面行眉，所得實體結果較能適切提但政

府經濟訣策單位讀農業法單單位的參考依揖。

本研究所用的其它-:Jx紐資料來輝主要有:

(1 )台糟省政府農林廳:台灣農產物價與成本統計月報。

(2)台灣包政府主計處:台灣省物價統計月報。

(3)台灣省政府農林廳:台灣農產品生產成本調查報告。

(4)台灣省糧食局:台爾地區稻穀生產費用調查報告。

(5)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農業統計要覽。

(6)中央銀行經濟研究盧:金融統計月報。

(7)行政脫經建會: Taiwan Statlstical Data Book. 

貳、台灣連續記帳農家經濟概況

本研究所用資料保來自連續記帳單家原始記錯資料卡片，但由民圖61年至78

年止，撞牆記帳的農家只有的個 p佔記帳農家總數715戶的 13.85% '此99戶農家分

佈扭全省各地。

由加農場作物別的不同會顯著的影響農場的生產因素投入需求、農業所得，

進而影響其消費及投資訣瑕。因此本文選擇資料較爵齊全以及樣本戶較多的水稻

家庭農場作揖研究對象。自民國61年至民圍78年，連續記帳稻作農~共有32戶，

這些糧本戶即馬本研究的基本資料來頭。這些農家的經濟狀沮:包括賣輝的使用

、農草收入、非農事拉入、農家所得、非農家所得以及體營利潤等方面，可利用

記帳卡所量錯的相關資料加以比較民國61年至民國78年的差異，並加以揖討。

一、農場經營概況

(寸農場土地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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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牆記帳福作且是家的農地面積在民國61年時平均揖揖晶l 閻公哩，但至

78年時僅餘1. 13公頭，攝少0.55公園，攝少幅度達32.73% '平均每年攝少O.

0306公暉，約1.82% ;亦即長期而言，農家土地的投入呈現下降趨醬，由扭

本研究所用資料晶連續記帳農家資料，因此上述農家農地面積揖少，尚不包

括困分家而盟的每一農戶面積的輔少，若考慮仕罩在內，則其減少的情悟將

更揖嚴重。

農場土地面積的費動是屬扭存量的費動，而作物面積的費動則屬於流量

的暨動。連續記帳稻作矗家的平均作物面積，從民國61年的3.38企噴到78年

時最{~揖2.06公頃，相差達49.70% '長期以來均呈現攝少矗蟄，每年攝少比

率晶2.76% 0 平均耕地面積推民國61年的 1.595公噴，到民國78年下降揖1. 16 

9公哩，揖少幅度揖26.71 兇 o 擅種指數亦呈大幅度下降趨膏，在研究期間內

由最高的民圍63年的234 ，到最低揖78年的 176 0 這些資料顯示台灣農業的生

產技術及經營型態已費生鹽化，由原來的脅力密集及土地集約轉墮揖勞力節

約的組營型態，爵T節省勞力，不只間作、裡作大幅揖少，一、二期作也日

漸噩生休耕現象，作物面積及種種指數阻而大幅下降，尤其稻田轉作政策實

施後，休耕面積增加，造成耕作面積五種種指數下降更為明顯。

(斗農場勞動資輔投入

連讀記帳租作家雇農場的實際勞動投入情唔，扭扭本農家來看，農場的

勞動投入總工塹，在民國61年，平均每戶投入502 工的勞動，到民國78年則

僅需的96工，描少近八成，其中男單工投λ工數由238 工攝少揖52工，女家

工投入工數由 181工降揭27工，至於雇工日軍史則84工降揖 16工。

由勞動投λ工數來看，在這18年間農場勞動利用已明顯地走向脅力節約

的方式，其原因可大盈歸輛車日下三點:

1.由加體濟的噩展，值就業機會大幅增加，大部份非農業工作機會較農業工

作有較好的車撞、工作穩定、收入也較穩定，因此農場外工作投入日漸增

加，農場內的勞動投入相對攝少。

2.女性工作機會的增加，農軍婦女組事農場外工作者快連增加，農場上工作

時數相對祖少。

3. 由加工資快速大幅上暉，晶7因應工資的上暉，農場業轄權械化

的程度加潭，導盈投入農場工作的雇工及家工時間大帽、減少。

(.=:)農場農軍費用、農事收入及農業利潤

連續記帳稻作農家的總農事費用若按人工、土地、原物料及資本使用等

分頭來觀察，農靠在這18年間人工費用所估的費用份額輩無顯著寶動，保持

約50%左右 i土地費用興興原物料費用借額則呈顧著下降，分別扭民國61年的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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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師及35.92%下降揖78年的0.98%及 23.62% '歪扭資本費用則由民國61年
的7.96%上升眉民國78年的凹 .75% 。這些數值說明了家雇農場經營上的三種

現象:

1.由於農場內工資快謹且大幅的上棍，值得家雇農場持動控λ工~雖然減少

，其農場內總人工費用所佔農事費用的份額卻陣不下車，尤其在民國74年

以後，肚噴份額比重有上升的臨象。

2 由加工資的犬帽上暉，值得構工大幅取代人工的使用(註 2 ) ，導致資本費
用份額快速上升7幾近三倍，此顯示家庭農場機械化的程度巴大馬加諜。

3 由上面可知農場土地面積已呈明顯的措少，反映在土地費用份額亦皇大幅

下降現象 3 此暗示(1)多數記糧農家的土地大多是自有土地， (2)即使有祖

貴土地，但租金制未如工資'1*遣詞升，伯維持在低水平。

J;)當年幣值而言，農場的粗耽λ(農事投入)是連年在增加，只是在民國72

年以在全屆長巨有下降的現象;而輯、農事費用(未包括自家工資)則呈現不揖則的捶

動現象，但民國72年以佳，農事費用亦出現下降現象，此顯示由於工商業的快噩

噩展，記帳農家在農業經營上的意願下降，造成耕地面積措少，農業勞動拉λ說

誠，因此其農業經營成果表現在農事l世入及農事費用上，在民間72年以接兩者皆

出現揖少的趨墊;由社經營效率的提升及農業政輩的主持，記帳農家的農場經營

利潤在民國69-71年問及民國77-78年間皆出現大幅度上升的情悟。

二、農家所得來源與分配概況

付農業所得、非農業所得及~眾所得

農業所得是農家投入農場業潛之各項自桔黃臨的報酬，它包括了農場主

自家土地、勞動、資本扭營管理之報酬，在實際計算時，它是農事1&入瞞去

未但合家工的農事費用之餘韻。以當年幣值而言，農提所得在民國69年出現

高峰後，即呈衰退的禮脅，直至民國77年才告回升;至於非農業所得則明顯

呈現長期上升的趨多書，且在民國78年達到最高峰。若以兩者佔農家所得的比

重來看，可以7解到即使團扭扭，["盟軍的福作戶，其非農業所得佔其農家所

得的比重已由民國61年的44.16% ，上升至民國78年79.6凹，此表示即使是典

型的台問稻作塵家依賴農場外兼業投入或其它財產所得來蟬的比重已達五分

之四，其主要特性肩:

1.農家繼續經營農業請因可能示是來自金鐘方面，而是馬保留土地互讓老年

農民有事可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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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塵君拉夫部份的成員，尤其是年輕成員大部份皆從事農場外的工作，因而讀

成農家之非農業所得所佔的比重持續上升。

3 且是家居住環噴的改善除了搞政府近年來基層建設的成果外，主要是農車的

非農業所得所車輛儲蓄能力轉投資而悟。

4 政府多年來的政策重心一直敢在棋心專業農家身上，事實上這些農戶早已

成眉兼業農家，也就是說台灣目前所謂的極心農家在福作農戶方面，事實

上，可能已全措兼業農家(註 3 )。因此在課討農場*計單位經濟行為時，

宜特別注蠶蠱家的兼業行搞對其家計行謂的影響。

(-=J盟軍資產、負值及淨值

塵*記帳卡中所壺聾的資產負價表可叫了解相作且是靠這18年來的財富狀

前，農靠的資產與淨值呈穩定增加盟餌，其中以民國72年及民國77年增加最

厲明顯;反觀庫里表負價餘額則出現不現則暨動的現象，若以負債比率(debt

ratio)來看，農家在民國65年及民國66年是項比率分別爵10.72%:&.16.0峙，

遠高於其它各年，顯示這兩年農家的財務狀現較差，幸好自民國62年起政府

推行一連串農業政策以提高農民所悍，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有:加盟農村建設

九萬措施(1973-1979) ，農業體展條倒(1973) ，提高農民所得加強農村建設方

案(1979-1982) ，加強基層建設提高農民所得方案(1982-1985) ，改善農聾結

構提高農民所得方案(1985- 1990) 。扭扭長達20年的努力，雖然其成果做乎不

是令人滿意(註4) ，但在農業財務結構的改善上有相當的成妞，以民圍78年晶

倒，盟軍的負價比率已降聶1.97% 。若將盟軍的資產概括的區分晶五大輯:現

金與準現金，盛產品庫存，土地，農用攝械，建華物及其它(註 5 ) ，其中，
以土地、建築物揖主，而其它三蝠賣置的比重皆甚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農家已由過去部份自給自且生產轉揖商業化生產方式，此點可從農竄現金準

現金所佔資產的比重在連年上升以及農產品庫存所佔資產的比重在運年下降

觀察得知;另外農家農用攝械佔資產的比重亦出現連年下降的趨多書，此並非

表示農家機械化的程度在下降，而是農靠近年來因躊代耕、育苗中心等農家

服務業的普及，值得其自購農用攝惜的行為揖少。

此外，根攝記帳卡中的資產負債表進一步加以計算整理得農家資產負債

費動，由其中可以看出農家資產荐量與負債鷗額的費動極不規則，此顯示屋畫

家在位事資產選擇草借貴快車時充滿不確定性，此對任何故觀軍台聞稻作農

家的投資單借貴行爵的種種研究嘗試構成極大拙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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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農家經濟模型理論架構

農家擁有的基本生產手段為土地、固定的家區勞動刃、固定的資本以及其它

生產資財。在巴卸的生產手睡下，盟軍首先面臨的法革措如何位專營動力的配置

:持家睦勞動JJ分配於農場內勞動、農場外勞動以及休閒上，並且更雇工量， :其

灰塵家要注定土地到底莒自耕、出租草租入某些土地;最佳再說定中間物料如肥

料、種于的需要量。以上生產手陸的訣定導致農業產出興農業所得的農定，此外

亦訣定農場外所得及財產所得。

上述所訣定的農眾所得，農家又可分配謂現在消費及棋未來消費用的儲蓄，

其中現在消費立可分配備自家農產品的消費與其它購λ消費財的消費，以上這些

消費財組合吾兒定家庭農場的農產品市場偎抬量(即marketed surplus)與對非農產

品的市場需求。再者，儲蓄與原來持有的資產水準訣定7新的資產水準，而新的

資產水準可缺定( 1)下年度農業生產所需要的主產手段、其它收益性金融資產以

及保留現金的多寡， (2)決定下一年度的生產活動與消費活動。

農家經濟結構可以如上述加以整合的話，則一個基本的農家經濟權型必讀要

包含: (l)訣定土地、勞動力的利用、資本及中間物料的需要，並快定農業產出

, (2)消費與儲蓄分配以及各種資產需要的訣吏， (3)注定各種商品消費財的需求

。

上述第一部份包括了生產要素需要模型及所得你閒選擇模型，第三部份揖

消費一資產選擇權型，第三部份則揖消費財選擇樟型。這四個于欖型所構成的農

車經濟權型，其于模型間的關連性可由圖lZ塵*祖擠完整模型流程圖中得全1日，

由該流程圖可看出農場家計單位埋期間首先訣定生產快暉，再接定其聲動配置興

土地租貫訣策，最佳再訣定其消費興儲蓄說策，但長期間其實產選擇訣軍將影響

其下一期資產保有壘，進而對下一期農家所得產生影響。

因此完整的盟軍經濟模型共可分成四個子樟型: (l)土產要素需要模型， (2) 

所得一休閒選擇模型， (3)消費一資產選擇模型， (4)消費財選擇權型;其中生產

要素模型可以用來說明農場家計單位的生產因素配置，所得休閒模型說明其勞動

配置，消費 資產選擇權型說明其農家所得的主出流向，消費財選擇模型說明其

消費主出流向。茲將模型體系整理由日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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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產要素需事模型:

L九 L'(w ， R, Pf , r , Pa; t ) 

A *= A.(w , R, Pf , r , Pa; t ) 

F.= F'(w , R, Pf , r , P且; t ) 

K*= K*(w , R, Pf , r , Pa; t ) 

q* 二 f(A ， F, K, L; t ) 

Ar= K - A. 
Ya= Paq- PfF - rK 

Yp= ArR + }.; T[ ,W, 

2 所得闡休閒選擇權型:

Le* 二 Le*(W; Yt) 

Ln 二 L - L - Le 

Y,= Ya + Yp + LnXw 

3.消聲闡資產選擇模型

c, = CJ 1[ 1---' ,7 rn;W,_ ,,---, Vírn,_,) 

6.W,t =6W，，(叭 ，1[吭吭，，---， Wm,_,), (i"l ,--- ,m) 

W,t" W,,_, +6W,,' (i=l ，月)

Ct+}.;6W
't 

:; Yt 

yd
t " Yt - T 

4 消費財選擇模型

C; = Ci(P ， ，-一， P口， Ct) (i=l ，---，日)

}.;C ，二 C，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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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模型的外生鹽數爵王， τ

W[ ,".", W日

w, R, Pa , Pf , r 

π1 ，. .., l( m 

nu 口
i

p4 

暨數說明:

P;_"耕地面積

t 可資本存量

[:可怯使用家塵輯、持動力

R:地干且

r :利息

w 工資

Pa:農產品價格

Pf:物料價格

t :技術水準

W, :資產保有量

π 資產收益率

P, :消費財價格

A' :耕地需要

L' 農業勞動需要

F' .物料需要

K' :資本需要量

「生產量

Le蝴休閒

Ya 且是業所得

Ln :場外兢業

Ar :租出(入)土地

Yp 財產所得

Yt 農家所得

c 總消費主出

K 農業投資需要

W ，資產需要

C 消費財主出

yd 農*可主配所得t 

T ;戶斤得稅

由以上模型可知，其揖一區間迴覆模型(block recursive model) ·共有m+

口 +6 個行備方程式 'm+7 個定義式 F 共有 2m+口+13個問生暨獸，故可求得唯一

解。整個模型的求解過程揭先求解生產要素需要模型中的內生費數;再代 γ所

得一休閒模型中解出 Le' ·無挂再求解出 Ln'及Yt' .而由Yt'可求得可主配所得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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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dt )再代λ消費 資產選擇權型聯立求解 C，及6W"等內生墮數，最佳再把Ct'

代λ消費財選擇模型中求解C; 。

肆、台灣連續記帳農家投入因素需求推估

農家是生產單位和勞動怯結單位，同時也是消費單位。它利用其所擁有的土

地、檔器設備、收益性質產、實本及其家庭勞動力來世事活動，以賺取場內興場

外所得。這些所得植用於儲蓄興消費，兩者的配置是在追求農家的效用最大。至

於且家的各種生產資曠的配置則是立足扭追求利潤最大，在此行晶假設之下，拍

作農*於民國61年至78年間，農場軍計單位的生產因素配置情略是本章所欲揖討

的，但這必讀還過計量模式予以賈置。

本研究之資料來自農林廳之農竄記帳卡，有關生產部借乃捕錯其島事生產費

用、勞動投入及農業所得等單目，並加以整理分蝠，使其成品四大項的農事費用

主出。人工費用包含車工及雇工主出;土地費包含地租及農業稅捐;原物料費用

包含種苗費、肥料費、報草劑、各種材料費、病蟲曹肪治費、種畜種禽和飼料費

;資本費用包括苦工費、攝工費、租金、其他盛事費、建華物費、且具聲、水費

興農事負價利息。

至於各項主出費用所佔總費用的百分比，由上面的資料，可以看出資本費用

的比倒有運漸上升的明顯蘊藹，民間61年時，此項主出僅佔 7.96% ，而民國78年

時增揖24.75%，土地費用主出比倒則呈遞攝的現象，民國61年約佔6.26%，民國78

年時只剩0.98% 。原物料費用主出比列亦呈下降的趨艷，民國61年約佔呵呵，民

間78年時的佔23.62% 。至胎人工費用支出比倒增加的原因是固經濟不景氣，大量

持動回流農業所產生的。而民國74年至78年間人工費用主出比倒增加的原因則是

來自於農業工資的急撞上醋。就此四項費用主出比倒消長現象，我們可以瞭解到

台灣稻作記帳農軍在研究期間內，是傾向扭資本集的式的投入，而其主要用於購

置新式機械。

利用SURE 的方法來估mu因素需求面數，面數型態揖 transl呵，其結果壺錯

於表l 上。根揖表I 所估計出來之產品肢入利潤比率面數，以及人工、原物料、

土地和資本等主出利潤比率面數的估計系統R'值 (system R-Square)為0.9940 ' 

以及 x 2值 (chi-square) 晶9 1. 963 。

我們可以研判，話等資料的實誼估計係數值是屬於符合計量經揖學上可接壺

的估計{系數結果。再者此方程式體系各參數的T值除時間塑數等少數幾個落扭10

%的攝著7.K準之外 3餘皆相當顯著的植接受。不顯著的費數表示話費數對固暨數的

)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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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農家各項變動投λ因素支出比率與控λ利潤比率參數係數估計值、標準差輿 t 值

以拉去吃
常數項 工資指數 原物料價格 土 地 資 本 產 出 時間

j l'î 數 價格指數 價格指數 價格指數

人工費用 f系數 11. 441 一是 .486 -2.920 。 013 -2.292 9.710 3 品 35

標準差 (1 8.577) (1 .969)' ( 1. 067)* (0.198) (1 .058)* (3.922)* (4.360) 

利潤 t 值 。 62 -2.28 2.74 -0.06 2.17 2.48 -0.79 

物料費用 f系數 司 787 2.920 -1. 885 。 376 1. 031 6.212 。 691
標準差 (1 0.028) (1. 067)* (0.693)* (0.133)* (0.643)*. (2.313)* (2.356) 

利潤 {直 。 48 一2.74 -2.72 2.84 -1. 60 2.68 。 29

土地費用 {系數 2.237 0.013 。 376 。 196 0.273 。 859 -0.570 

標準差 (2.223) (0.198) (0.133)' (0.119)' (0.136). (0.45)*. (0.522) 

利潤 t {直 1. 01 0.06 2.84 1. 65 2.01 1. 91 -1. 09 

資本費用 係數 5.092 2.292 -1.031 。 .270 0.580 3.016 1. 491 

標準蓋 (11. 335) (1 .058)' (0.643)'. (0.136)' (0.746) (2.324) (2.665) 

利潤 t f直 0.45 一2.17 一1. 60 -2.01 0.78 1. 30 0.56 

肢益 f系數 12.983 9.710 6.212 。 .859 3.016 19.797 4.805 

標準差 (34.027) (3.922)* (2.313)' (0.450)* (2.324) (8.658)' (8.002) 

利潤 t f直 。 38 2.48 2.68 1. 91 1. 30 2.29 。 .60

表l

(]M) 

d.f=14 sys tem R-Square二0.9940 ， Chi-Squ且re=9 1. 963 ，

* ﹒表示 t 揖定值在屆著水準明顯著

牢牢表示 t 槍定值在顯著7.)<準10%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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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十分體弱。就本研究而言，此體系可提快我們瞭解稻作農家記帳對其各項資

曠的使用情形。經過運算結果，各生產棋結彈性和各團因素需求彈性估計值，列

述扭表2 。

表2 稻f乍農家生產位給彈性和各項因素需求彈性估計值及標準蓋

、

怯\枯草\價格
、一、

人工 原物料 土地 資本 產出

需求量 、 \ 
、、

、

彈性 -2.095 0.543 0.192 0.194 3.024 

人土
標準蓋 0.72 0.39 0.072 0.387 1. 434 

彈性 0.922 1. 441 0.036 0.392 2.718 
原物科

標準差 。‘ 662 0.43 0.083 0.399 1.323 

彈性 2.669 0.298 0.202 0.354 2.214 
土地

標準差 l ‘005 0.675 。 604 。 69 2.284 

彈性 0.514 0.612 0.068 2.594 3.652 
資本

標準差 l ‘025 0.623 0.132 0.723 2.252 

彈性 1.258 0.666 。 066 0.573 2.563 
產 出

標準差 0.597 。 352 0.068 0.354 1.317 

以下將依攝表2 '區分位給與需求來加以說明:

(一)棋帕面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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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性結彈性值載於表2 的第六列(產出) ，其彈性值依序晶-1. 258 ' 

0.666' -0.066' -0.573和2.563，就其係數符號而言，均符合經濟理論，即

當因素價格上暉，產出會祺少;以及產出價格上誼，產出會增加。

(二)需求面數:

l 人工:彈性值載扭表2 的第二列(人工) ，其自身價格彈性措 2.0呵，直叉

因素需求彈性依序屑一0.543 '一 0.1妞 '-0.194' 產出價格對人土的需求彈

性晶3.0訕。因素間的關係爵互補。

2 原物料:彈性值戰於表2 的第三列，其自身彈性值爵-1. 441 '貫主因素需

求彈性依序聶-0.922' 0.0呵 '-0.392 ，產出價格對原物料需求彈性措2.7

18 0 因素間的關係原物料一人工、原物料一資本晶互補關f系。

3.土地彈性值載於表2 的第四列，其自身價格彈性值晶-0.202 '交叉因素需

求彈性值位序晶-2.669' 0.298' 0.354 ，產出價格對土地需求彈性措2.21

4 。而因素間的關係土地一人工聶互補闢係，土地一原物料，士地一資本

則揖替代闢f系。

4.資本:彈性值載扭表2的第五列，其自身價格彈性為 2.594' XJ:固紫需求

彈性依序搞一0.514 '一 0.612' 0.0間，產出價格對資本需求彈性聶3.652 。

因素間的關係資本一人工，資本一原物料為互補，賀本 土地搞替代。

上述之各項彈性值，就產出價格與因素需求間的關係，亦合乎經濟理論，即

當產出價格上摳，會促使因業投λ增加。此外，自身價格需求彈性皆偶負值，即

自身價格上棋時，該因素投入量會減少，因此農車從事生產投λ行揖是古乎經濟

理論行捕。再者，因素間的交叉關{系及其盟關係並未出現由互補轉厲害代，或自

替代轉揖互補的情形，所以值此間之闢係是肯定的。

伍、台灣連續記帳農家勞動配置行為分析

對 家腥農場而言，農場的組輯與管理必置在土地資本與軍區勞動間尋求一

適當配置，在值期間，這種投入因素間的平衝較屬撞得，然而對一長期間而言，

盟軍必讀作些調置，因為家庭勞動棋抽將成厲一暨動因素，此將可能促使農場主

做各種調適以因應*庭年齡結構及成員人數的費置，最常見的作法晶改費農場耕

作面積、土地聾的廈、雇主革以機械代替人工，但這些調撞撞常無法持久，因爵

農場工作仍然某些程度依賴自家醫動偎站，而且亞軍生計的維持與改善的煞有輯

於農場外工作的收入，因此雙重就業的訣草成聶農家在生命循環過程中的主要調

適方案。本章將賈蓋好析連續記帳塵家的軍區帶動力如何配置至農場主作、農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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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工作以及休聞上。

利用農林廳農家記帳卡有關農軍所得及農場家庭勞動力的資料，再配合消費

者物價指數及工資價格指數，即可設算出歷年來農家的全所得(fu 11 i ncorne) , 

直竄所得及休閒攬會成本佔全所悍的借頓和標準化值的物價指數及工資指數，革

將這些資料彙整爵表3 。

由告表可以看出所得份額有稍體下降的趨艷，而休閒{51額則稍有上升的趨艷

，前者大的維持在70%左右變動，種者則晶30%左右變動，此顯示歷年來農家勞動

對休閒生活的備好揖乎維持相同。

利用 OLS方法加以估測所得份額及休閒借額""}j程式(註6) ，其結果堂聾扭表4

上，表中各{系數的T 值皆由顧苦，由係數的符號知標準化過的工資率上升時，其

休閒{51額將下降，此表示當工資上升時，其休閒需求將增加，當工資上漲至一定

程度時，著其所得敢果大過社代替敢果，則休閒需求將會增加，此賞誼結果，暗

示福作記幢農家的場外持動位給曲組可能出現權彎情形。

表3 稻作農家立農眾所得、全所得、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工資指數資料

消費者 自美 家 休 閒 標準化 標單化

年別 農家所得 全所得 物價指數 工資指數 所得份額 所得份額 物價指數 工資指數

61 951503 ‘ 52 1128日5.49 3日 .19 22.85 0.811 0.18日 137.227 103 日64

62 112463.5日 152769.59 34.52 26.95 0.736 0.264 119.034 92.931 

63 173279.19 234523.73 51.19 41.55 0.739 0.261 113.75日 92.333 

64 217848.60 2664日3.40 54.44 47.25 0.818 0.182 106.745 92.647 

65 201014.95 286020.71 5日 24 4日 .28 。 703 0.2日B 102.255 84.145 

66 229745.40 318193.01 61.04 50.7日 。 722 。 278 100.066 83.246 

67 279602.05 31107日 47 64.22 58.92 。 8日9 。 101 108.847 99.864 

68 2日74 日3.05 365518.03 71. 64 66.8日 。 7日7 。 .213 102.343 95.557 

6日 363172.5日 493164.8日 86.82 83 ‘ 55 。 736 。 264 92.362 B目 .883

70 370664.00 523215.15 100 100 0.708 。 292 100 100 

71 4日4464.50 50日435.47 103.31 105.20 0.796 。 2日4 106.505 108.454 

72 390030.9日 644923.7日 103.70 103.52 0.6日5 0.395 84.309 84 ‘ 163 

73 375597.3日 624619.61 104.33 103.63 0.601 。 399 87.672 87.084 

74 361163.8日 5日8743.82 104 ‘ 15 103.06 。 .6日3 。 397 9 1. 36日 90.404 

75 346730.20 59062 1. 05 104.89 103.14 。 587 0.413 92.823 91. 274 

76 356729.4日 623662.32 105.43 102.9日 。 572 。 42日 88.597 8日 479

77 460254 日3 756052.7日 106.7日 105.30 。 60日 。 .391 73 648 72 日21

7日 563814 日6 940956.25 111.5日 116 日7 。 599 0.4日 l 61.944 64.483 

資料來源: 1 塵軍記帳卡

2. 台灣省物價統計月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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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表5 生日未經標準化過的價格對農車實質所得的需求彈性及對休閒的交叉彈

性值，以及未經標準化過的工資對休閒的需求彈性及對農家寶貴所得的空叉彈性

值。值得注意的是工資對休閒需求的彈性值甚大，此表示工資主導家區轉動力休

閒需求的說吏，且其相關性措正(註7) 。

表4 所得與休閒份額方程式各參數值的統計量值

、 \ 、
、

、
費數

、

常數事 ln P y' lnW' lnT 
份額

係數值 9.247 0.889 。 .889 -1.999 
Sy 標準差 (1. 772) (0.316) (0.316) (0.413) 

T1i直 5.22 -2.81 2.81 4 日4

儷豔{直 -8.247 o 8日9 一0.889 1.999 
Sw 標準差 (1. 772) (0.316) (.0316) (0.413) 

T1i直 4.65 2.81 可 2.81 4.84 

R-sQuare;0.7116 , R -squ且re二 0.6732 ， D-W;1.605 , d.f=15 

表5 所得與休閒之自身價格彈性興質文彈性值

\鹽J\\數彈\性、僵\!鹽\數 Py 可J

y . 彈性值 3 日35 o 670 

Le* 彈性值 1 , 579 21. 301 

由前所述及的所得一休閒模型生日農場外持動位給(Ln)晶軍區可但使用勞動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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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農場內勞動需求(L﹒)及休閒需求 (Le.)所注定，因此將貫盡所得代入即可求

得農場外持動怯抬面盟友L日'=L-Le*-L* (註8) 。搞了分析上的方便，且面監型式

寫出，則聶Ln' 二 f (W , Pf , R, r , Pa , Py; t) 由表2 知工資、原物料價格、地租

、利息等費數對農場勞動需求(L') 的彈性皆肩負，即表示，這些價格對農場外勞

動但結( Ln')的彈性值揖IE; 又由表5 知Py興W對 Le*的彈性值聶芷，亦表示， Py 

與W 對Ln喻的彈性值聶負，直將這些影響因素對Ln﹒的棋祐彈性值7"U聶一表胡君更6所

方" • 

表6 各費數對場外勞動棋桔彈性值

費數

彈性值 W Py Pa r Pf R 
費數

L n* 明 12.254 0.990 1.445 0.093 0.259 0.092 

由表6 可知影響場外勞動吾有結費數中最敏感者為w 2?t. Pa ，當工資率上升時革

農產品價格上升時，場外勞動位站下降幅度較大，前者因工資率上升時，休閒需

求快速增加，除了部份抵消農場內勞動需求的誡少外，亦使場外勞動可棋使用的

性拍攝少，造成佳彎{共桔的現象; t產者困農產品價格上升時，將使農家所得上升

，導致農場工作意願增強，亦即農場內持動需求增加，而使農場外持動棋給揖少

。

由表6 中可得知當農產品價格(Pa)費動對農場家計單位的場外勞動位給彈性

值揖-1. 445 '表示當農產品價格上種時將導致場外揖動棋拍攝少，此將值得農家

的兼業所得(W ﹒ Ln) 祺少，而對農家的消費一資產配置行爵產生負面影響，此強

果可稱之揖農場外兢業敢果(口ff-farm emp 1 oyment eff ect) ，話故果將抵消利潤

對果(profit effect)對盟軍消費一資產配置行爵的正面影響j](註9) 。有關農場

外就業敢果對農家消費與資產選擇行為的影響將在本文種商章中作進一步說明。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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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台灣連續記帳農家消費一資產配置行為

分析

農家所得來輝主要來自三方面: (l)農業所得， (2)農場外工作所得， (3)財

產所得;農家所得扣除所得稅撞即晶其可貴配所悍，最佳農家將可支配所得分配

聶現在的消費巨性未來消費用的儲蓄;其中現在消費可分配至食、衣、住、行、

育鹽、醫藥L&雜項上，而儲蓄量則分配至各團資產組合長期的鹽動量上，這些新

的資產祖合將進一步影響下一期農家各項經濟活動，進而導致農家所得來輝的墮

動，如此構成一完整的農家蟬濟體系。本車將實誼分析連輯記帳農家的消費一資

產配置行捕，以深入了解農家這些重出sç葷的內酒及關輛，所探用的理論禮型為

Backus-Purvis 模型(註10) 。

根攝農林廳農草鞋記帳卡中所登載的消費總支出、現金興準現金、農產品庫存

、土地、農用揖械、私償等各項資料，並加以計算整理，吾人可撞得歷年盛軍可

重配所得分配{51額如表7所示。

歪扭各現資產肢盎萃的計算分別說明如下:

(1)現金及準現金收益率:此部份流動資產包括存款、應收款、預付款及貨款

等，本主揖用農民所付物價指數的變動率作揖詰收盎率的近制替代值。

表7 歷年稻作農家可主配所得分配借額鹽動表

A現金與聲明，SÎi: A農產品/111存 A 土地 A農用檔絨

年別
可主ecFrrt早 "T支配H們:g. 可支配rrr1唾 可玄阻所得

Jj~國位年 9 日4 6.13 31.72 0.27 
63 6 日7 5.19 3日 48 1. 69 
64 7.6日 1.80 45.83 4.51 
65 2.43 -1.13 61.21 -0 日5

6日 2.15 1. 00 54.03 -0 日4

67 2.51 3.39 6.47 9.48 
68 85日 1. 07 45.56 。 23

6日 3.59 5 15 75.72 1. 67 
7日 1.12 。 20 41 54 1. 54 
71 23.84 106 65.02 2.49 
72 1.19 1. 01 75.88 -0 日2

73 7.14 1.53 3.61 1.28 
74 0 日3 1.63 34.85 -4.00 
75 5 日。 4.40 6.07 LG8 
7日 16.0日 -0.15 25.65 1.31 
77 6.72 0 個 35.15 -0.17 
78 15.35 。 32 13 日2 。 45

資料來輯:由農林廳農家記帳卡計算而得。

( 18) 

6.fL、價 4消費支出

可艾配R用等 可支配所得

3 日4 58.49 
13.03 41.88 
5.99 30.46 

29.44 41 7日

25.99 48 日9

78.91 74 日5

。 52 22.66 
8 日4 35.24 
。 13 22.31 

‘ 7.82 3日 36

0 日2 2日 23

13.79 65 43 
-5.27 38.67 
。 56 62.72 
2.18 8日 3日

1. 71 1 日 70

2 35 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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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品庫存耽盎率;以去年度農產品質出價格與本年度賣出價格的費動率加

以衝量，本主睬用農民所得物價指數的費動率，作揖該收益車近制替代值

。

(3)土地資產收盎率:較正確的土地資產投盎率的計算企式應措

R PA 
"A二一一一+一一一一

PA PA 

式中 R表地干且， PA表士地價格。但因記帳資料中無地祖收入，因此本主改用

農家單位土地面積價體的上種率作揖其近1~替代值。

Pa Pk 
(4)農機構收益率:其計算公式為;rK=一-一-一 ，式中 Pa代表農產品價

Pa Pk 

格指轍， PK衰且是機具價格指數。

(5)私債收益率:以企圖血統計月報所公佈的銀行短期放款及長期敢款利率加權

平均而悍，而以農家的值觀借款及長期借款金額作由權數。

做攝 Backus-Purvis所建立的消費一資產選擇聯立樟型，利用SURE的方法加

以估制各相關參獸，其實誼結果如表自所示。

由表8 可知所估計出來的農家消費主出與資產需求面數66個參數值中共計39

個的 t{i直呈顯著地與零有差異，而且有許多符號興大小興所預期的相符合，顯示

這些估計結果相當可接受(註 11 )。這些結果可分別說明如下:

(一)落盟的存量墮數對農家消費主出與資產需求的快單行揖掛攝相當重要的角色

，所估計出的係數夫都具顯著性，各項前期資產存量對農家當期消費有正面

的影響，而前期私值的存量對農家當期消聲主出有負面的影響。由前期的 l

項資產存量對當期的 j項資產需求量哥哥加以觀察，可以體現其史文數果相當

明顯，此表前期的資產組合對當期的資產組合具相當的影響力，歪扭影響力

躊芷草揖負可由參數符號正賣得知。至於前期第 I項資產存量對當期畫畫項資

產需求的影響亦相當顯著，其中前期土地賣產存量興前期私價存量對自身需

求出現正相關，其它落盡量費數則出現負相闊的現象。

(_j各資產收益單對農家消費主出與資產需求老是策的影響，並無預期中的明顯，

此部份的實誼結果相當令人沮聾，其中酷7土地資產收益率及私價收益輩出

現對各項主出2起草鞋具顯著的影響外，其它資產J&盎擊對盛軍祖輩則不具顯

著影響，此可能表示陸軍本質上對各項市場價格訊息相當忽視，除7與其切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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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乍農家消費支出與資產需要函數估測法

變數 岐挂司且 與農掙所得之比

~家人口數
的韻 現 金 農產品庫存 土地資產 品機械資產 私債 前期現金 前期農產品庫存 前期土地資產 前期島搗械資產 前期私債

情費支出 日 14日22" 。 15312 。 13593E-OI 。 6~日 15E-Ol 。 319670-02 。 61888' 日 96日08' 。 6日9~9' 1 3276' -0.67574' -0 33日20E-02
的 額(1.71日 1) (一 0.56061 ) (0.33913) (1 4094) (0 日71日3E-OI) (1日 4日 1) (11 8日 1) (14.1 日6) ( 15 且23) (一 13 4日 1) (-日 47日69E-01)

現孟晶領 日 177日2' 。 23046 日 78日051:日 l' 。 325日7E-Pl -0 47日胡E-Ol ﹒ -日 157日5' -0 日 1125E- 01' -日 18936' 。 35123E-Ol 。 18292' 。 45403E-Ol

(4 1622) (-16108) (3 7叫0) (1 36970) (-2 7779) (-5 日38日) (-2 1548) (-7 3959) (O 78407) (6 95日8) (-I 2566) 

農產品 。 19870E-OI 。“ 19SE-Ol 。 76294 E-02 。 91755E-02 日 51626E-02 。 12338E-Ol - O. 74220E-OI. 。 74743E-Ol ﹒ 。 l 日8日4' -072是自 E-OI' 。 19436E-Ol
庫存封頓 (-1. 0188) (09日291) (-0.796日5) (0 844日2) (0.65645) (0.86715) (一 3.8446) (6.3951) (5.2凹3) (-6.0370) (一1.1 7日4)

土地資產 。 632日8E-Ol 一日 24223 。 11328' 。 69日77E-Ol -0.81471E-0l" 。 77211﹒ 。 373日r 。 557再 l ﹒ 日 44日20' -0.595gs' o 90893E- 01 
份 額(日 55737) (-0 63735) (2.0312) ( 1.1056) ( -1.7802) (9.3254 ) (-3 3259) (81956) (3.7496) (自 5317) (日 94日97)

農機械 。 12264E- 0l o 607日8E-OI 。 18904 E-O 1 。 2日 120E-OI ﹒ 一 0.20日32E-Ol ﹒ 。 12215' 0 日7779E- 0\﹒ 。 l再 266' -0 日再833E-Ol ﹒ 。 l再 l且2' 。 32日 12E-02

資產份額 (-O.4日946) (0.72446) (1 自52) (2.0日6日) (-1. 9日26) (6.6824) (3.5391) (9.501O) (-2.467日) (-9 1771) (0.15107) 

私債份額 。 12771 日 520\ 6 • 0.21670' -0.2日日26' -0 14203' -1.3日76' -日 507日5' 一 1 2746' 也 1 8533' 1 3日23' • o 225日7 1:日 l

(-o 80418) (0 日7日07) (-2 77日7) (-2.2日 44) (2.2178) (-11 804) (-3 23日的 (-13 393) ( -1 1.130) (I3 324) (-0 1間25)

表自

(NO) 

Systern R'三 0.9778 ， .1: '=1553.4 , d f=55 

說明:括弧內表示 t 值， '及車，分別代表時及l凹的顯著水準下參數顯著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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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有關的土地價格的費動及貴價利息的增攝，農家會較晶注意，亦即農家對

土地價格與負債利且具較完全的訊息，因此這兩項明顯地影響農家的主出使

策。

(三)盟軍的人口數多事對農囂的主出訣策不具任何影響，在盟軍此表示多年來農

家的消費主出份額可能相當種定，因此值得盟軍人口數的費動的解釋能力喪

失。

若將表8 的實體結果進一步計算其相關暨數對消費一資產主出份額的彈性值

，可得衰9 ，由該表的彈性值可更明確看出各項資產l世益率與前期資產存量對農

家消費 資產主出訣單影響力大小，倒車日私價利率若上軍區間，則將導監農車消費

主出需求減少0.0106% ，現金與準現金需求減少0.1971% ，農產品庫存需求增加O.

0682% '土地資產需求減少0.0251%;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具統計顯著性的寶璽其彈

性值的符號及大小可拱政府在提定農業計劃的參考依攝，革舉二倒加以說明，倒

(-)若政府欲加速農單攝械化，自私值1世益率對農機械資產需求彈性措 0.3125 

可妞，政府可置過農貿利率的下降，以有般地刺融農民加揮農f乍攝械化的程度;

i9U (二)若政府敢提高且民土地需求的實願以擴大農場經營現模，由表中前期私價

存量對土地資產需求的彈性高達-10.9420可看出，惟有降但農民負價韓額才能達

到是項政策目標。

是受9 稻作農家之各相關墮數對相對主出份額彈性個

、『
暨 l缸 五1â、 率

份 目車申\性....~.....~、 數~ 
額

現金興準現金 農產品庫存 土地資產 農機械賣產 私價

消費主出份額 0.4664 -0.5093 0.0452 0.2129 0.0106 

現金與準現金借額 。 7317 -0.9481 0.3235 0.1342 。 1971

農產品庫存份額 -0 ‘ 2608 0.8414 0.0996 0.1206 0.0682 

土地資產份額 0.0195 -0.0746 0.0349 0.0215 0.0251 

農攝械質產份額 0.1922 。 95 0.2953 0.4547 0.3125 

私價份額 。 03日4 0.1563 -0.0651 0.0601 0.042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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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農家淨所得之比佇立竺
現金與準現金農產品庫存土地資產農權械資產私價

、、

消費主出借額 0.5003 0.2438 7.4478 0.2825 7.4835 

現金與準現金份額 -0.5649 0.103 9 ‘ 101 0.0333 9.0138 

農產品庫存的觀 0.2818 0.5326 22.812 0.6497 -22.675 

士地資產份額 1. 0347 0.1573 9.9823 0.1574 -10.942 

農揖融資產-f51額 9.0456 2.0423 141.108 1. 2641 143.58 

私價岱頡 0.7609 0.0888 9.4768 0.2715 9.927 

朵、台灣連續記帳農家消費行為分析

本主揖用間定彈性需求體系作揖實囂的模型，位攝農家消費的特性互配合現

有的農皇軍記帳資料，將盟軍消費區分揖:食、衣、住、行、宵樂、醫療及雖項主

出等七蝠，變數之考量除包括各謂消費主出的物價(P)及總主出 (C)外，更置入時

間墮數( T)代表觀察期間內消賣者嗜好之攪動，如此農家消費主出面數形式可設

定卸下:

q，二CP/"P/ 旬. • P,' 'lC,̂ "eTT ( 1 二 1 ， . . . ,7) 

式中q，代表露 i~頁消費主出的數妞， P代表物價 'C代表輯、消費支出， T代表時間

，賈誼估計時，可對上式取雙對數的型憊，即

]ogq,= Q', + r )OgPl十 r ，，1ogP，十 + r ， 1]OgP7+β ;logC， +tT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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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 ,J' r i2' ... , r '7 'βi聶待估參數，其中 r '1 , r ,2' ... , r ,fi '厲自身及
交叉彈性， β 【聶主出彈性.為使農家消費需求體系符合需求理論及攝少參數估計

，下面加入三個限制條件:

(一)均質性條件 (homogenenity condition) 

r ，J十 r "十回..+ r'7+ β 【二 l

(二lEnge 1 11口總條件 (Engel aggregation) 

W1β I+W2β ，+... +W7β7二 l

此處W1 '眠， ... 'W，代表各消費支出借額

(三lCournot 110總1i5/d'牛 (Cournot aggregation) 

i ::::: 1 ，且， 7

W1 r ,, +W, r ,,+... +Wfi r 'G=~W' l 二 1 ， . . . ,7 

根攝上所述及的農家消費需求聯立方程式，經揖用SURE推估方法加以實盡至于

析，其實體結果列扭表10 '由費10可進一步計算出聖補償價格彈愷 é ，/ltl衰 11所

示(註12) ，及消費主出彈性( e，，)如表 12所示，由表 10可知農家消費需求體系整

個模型之參數通過x 2 轍吏，而個別參數值中共計22個具統計顯著性，解釋墮數

中以食、去的價格巨細主出額(G，)對農家消費主出費動的解釋能完最佳;同時各

消費支出的自身價格上棋會導監昔消費主出量的揖少是合乎經濟理論的行晶體置

。欲進一步觀單純粹的價格鹽動對消費主出的影響則必讀藉由最11的空捕價價格

彈性值11可撞得，由當衰得知若將自身價格彈性取絕對值種(主 [r) ，食、在、醫

療、的彈性值皆小於1 '而其它各單消費支出的彈性值大於1 ，比是農家消費主出

中食、衣、體瘖等項對自身價格的費動較不敏感，而其它頓消費主出則對自身價

格的變動極為瞌睡;另由受補價五叉彈性 (ε ， J值可得知各項消費主出間的代替

輯互補關，彈性值符號聶芷者表聞者具代曹性，符號肩負者表面者具互補性。值

得注意的是，農家食的消費主出興衣、住、行、育樂、醫療等消費主出具互補而

非替代闢{系，亦即食消費主出的增加並不會攝少其它各頓的消費主出，而醫療主

出對食、衣、住、行、育樂等主出具替代性，此表醫療主出的增加將以其它各謂

消費主出的揖少作晶因腫。由表 12農家消費主出彈性(e，，)皆晶正值，可知對連

(23) 



表10 農家消費支出函數估制結果

(NhF) 

價 格 指 數

總支出頡 時 間

食 衣 住 f一丁 育樂 醫療 雖項 (C) (1) 

食 0.43703 1.2327 -1. 7592 。 60069 0.200是7 0.45500E-01 一0.32991 。 44679 -1. 9384 

(一 1.0210) (1 .9757) (一1. 1188) (0.75732) (0.32009) (0. 68220E-01) (-0.48082) (1 0.930) ( -1. 2310) 

衣 1.7703 一0.16392 1.3698 2.8629 。 90374 0.86002 2.6830 0.78809 2.4838 

(-1. 7794) (一0.11303) (0.37478) (一 1.5529) (一 0.62082) (0.55476) (1 .6819) (8.0719) (一o 6776) 

住 -1. 2189 。 31024 2.6306 一 1.7620 。 17091 2.5085 2.2483 。 71548 一2.9353

(-1.7077) (0.29819) (一1. 0033) (一 1.3322) (一 0.16366) (2.2555) (1 .9646) (1 0.237) (一1. 1175)

行 1.7957 0 .45743 2.7976 一 4.8682 。 6日483 1.8320 1.5782 0.68352 7.2143 

(-1.7790) (0.31089) (0.75448) (-2.6026) (一 0 .46369) ( 1. 1647) (0.97529) (7.0280) (1 .9493) 

育樂 0.60814 1.8435 2.9000 。 82685 -2.0889 口 1.4846 0.20218 。 78071 5.1264 

(-0.94340) (一1. 9619) (1 .2246) (一 0.69218) (-2.2147) (1.4780) (0.19563) (1 2.527) (2.1719) 

醫療 1. 2919 2.7800 4.8093 0 日6128E-01 1.3301 0.90197 0.92263 0.48596 5.9163 

(1 .2930) (一1. 9087) (1 .3102) (0.46517E-0 l) (一 0.90982) (一0.57933) (0.57593) (4.99日6) (1 .6121) 

雖項 0.33700 0.31876 一 0.78950 1.7593 2.5019 -3.5780 2.3426 2.4307 一1. 8164 

(0.30445) (一0.19755) (一0.19429) (0.85767) (1 .5447) (一2.0745) (一1. 3219) (28.142) (一0.44520)

Sys tem R '=0.9032 , x '=812.50 J 

說明:括弧間表示 t 值。

在叫AiA研﹒且皆曰輝主三R占營柚1耳動l層辦許間晶。

d. 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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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記帳農家而言，其各項消費主出皆屬E常財，其彈性值皆小於1 ，表總消費主

出增加1%時，其各項主出的增加皆小於1% ;再由表12可知這些主出彈值在統計上

皆具顯著性，因i比吾人可利用這些彈性值進一步計算農家輯、消費主出若增加凹，

其分配各項消費支出的比率晶何?此事計算的結果列在表12 .由誼賽可知未來農

家消費支出若能增加，則其可能的分配種先實序聞"其它!I， '1在“. "育幫.佳

，行，醫療，因， "食"。值得注意的是，農家對醫療及食方面主出的改善宮顱

並未如大眾所面期的迫咽。

表11 農家消費需求體系之聖補價值格彈性

主出別 食 衣 f主 f'r 育樂 醫療 雖噴
彈性 ( i 二 1) (i =2) (i =3) (i =4) (i =5) (i =6) (i =7) 

ε'1 -0.27171 1. 246103 一1. 71005 10.30962 0.276424 0.072307 一0.21781

ξ" -1.47870 一O ‘ 14017 1.456489 -2 ‘ 81713 -0.76976 0.907305 2.88002 
E <3 -0.95417 0.333504 -2.55189 -1.74769 一 0.04927 2.5日428 2.12717 
é jtl 1.54279 0.477935 2.872787 -4.85452 一0.56863 1.873011 1. 74908 
E '5 0.31927 一 1.82007 2.985日78 -0.81123 一1. 95617 1. 531442 0.397357 
ε'0 一 1.11209 -2.76542 4 ‘ 862755 0.095847 -1. 24748 一0.87281 1. 04412 

L 
E '7 1.236359 一0.245日3 一0.52212 1.807914 2日1日 19 1-3.43215 仁1.73482

資料來輝:根攝表7-2計算而得。

說明 e li代表聖補價自身價格彈性， ε'J代表聖補車又彈性。

表12 盟軍消費主出彈性與消費主出分配率

消費主出彈性 分配率(%) • 

食 0.44679 7.06 
衣 0.78809 12.45 
住 0.71548 11.30 

行 0.68352 10.80 
育樂 0.78071 12.33 
醫療 0.48596 7.70 
雖項 2.43070 38.39 
合計 100 

註: .此表每增加消費支出 1%時，其卦配至各

項消聲支出的比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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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當農產品價格上種時，其所產生的利潤強果苦大於農場外就業敢果，其農家

所得將增加;臣之，苦農場外就業敢果抵消利潤對果而導致農家所得下降，則農

家將誡少在，其它"、"在"R_"育樂"等攝的支出口

才材、結 吉侖

綜合台灣連輯記帳稻作農家經濟行闊的實置分析結果，本主可以撞得下列蠱

點結論:

1.迴覆性農場家計模型適合說明稻作農場經濟訣單行厲

台灣福作農眾的存在消費部份自家生產之財貿與部份生產因素由自家所

提怯的特性，因此可利用農場竄計理論模型說明其裡雜的生產、勞動但結及

消費行晶間的關連佳，而其關連性具迴種特擻，亦即農場家計單位可以單獨

缺宜生產訣單而不讀考盧消費及醫動但結祖輩，但生產訣章制單向影響消費

與勞動棋桔訣章。

2‘傳統的農場家計揖型有待修正，才能有敢說明實陳情沮

本研究所撞立的農家體濟完整模型比一艦傳統的農場家計樟型更能適切

地說明台灣之商業化家雇農場的經濟行捕。本研究的理論模型己作7三項修

芷但設: (1)農竄l世λ主要來自兼業所得· (2)農家有儲蓄行厲· (3)農家土

地有租出(入)行眉，便能更具體地說明實際現扭。

3.利潤敢果興農場外就業敢果影響到農竄的體濟行聶

在利用傳統農場家計幢型進行政府政策干預分析時，利潤質生果的存在，

將間接抵消農產品價格上升導3&展軍消費減少的直接影響。因搞生產利潤的

上升將導致盟軍所得上升，進而增加農家各項消費支出。但若考慮農場外就

業強果存在時，由於農產品價格上種將導致農場外勢動怯軸的減少，進而揖

少農家的兼黨收入，因而對農家的消費產生負面臨響。所以在揖討政單干葫

時應同時考量利潤敢果興盛場外就業扭果。

4.稻作農家的農場外勞動棋帕曲組可能出現值彎的情形

農家的雙重就業訣策為農家在因應扭濟環壇變聾的主要調適策略。本文

在分析直是家的軍區普動力如何配置至農場工作、農場外工作以及休聞時，童畫

現工資的高低主導軍區勞動者的休閒需求，當工資上種至一相當程度時，因

揖所得對果大於代替敢果，導致農家f木間需求增加，此可能揖場外勞動怯桔

曲輯出現檻彎的現象。

5.農家的資金流向訣葷並未明顯地考慮市場訊息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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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主推估出的農家消費主出與資產需要行揖方程式，可以看出農家在

作主出訣東時，只考庸前期資產存量與負價的多賽，而末考慮、各萬寶產的故

盎率軍立私值利率的高低。此乃因前者晶農竄能掌握到確切訊息，而極者則困

農家本質上對各項投資理財訊息相當無知使攏。則稻作農家資金的主要流向

聶消費主出、現金與準現金以及攝少負價上，而無法噩揮更大的理財空間。

6.農家的消費主出控軍受到農場外就業行爵的影響

本主實費結果顯示台灣稻作農家由扭其兼業所得占盟軍所得比重建高於

農業所得所占比重，因此當稻米價格上升時，可能話使農家農場內勞動投入

增加，而導致其農場外工作時數揖少，進而使農家所得下降，使得農家的消

費主出賣到不利盟主響，農車將可能搞少其在"其它。，衣 H以及"育樂"等額的

主出。

附 吉主

註 1 :此修正模型扭本文中t)、農家經濟模型稱之，以有別扭傳統的農場*計理論

種型。

註 2 :根揖記帳卡資料顯示民國61年構工總使用時數平均聶 16.21小時，單民國

78年時數聶68.02小時，成長3倍多。

註 3 :專兼化程度之定義，位農業普查的劃分芳法為農事收入佔農家所得之比倒

，若佔75%以下者捐兼業農家。

註 4 :在農家平均成長率方面，民國58年、 69年均為3.83% ，而70-79年均揖2.13

趴在農家每人所得方面，民國57年聶非農軍每人所得57. 峙，民國79年則

為68.7% ;在每戶所得方面，民國64年聶非農家每戶所得84.5%" 民國79年

則揖64% 。

註 5 .將建華物及其它資產歸在同一蝠，主要是便利本主實誼分析立用，因揖建

革物及其它資產甚難取得其價格草收益率的資料，所以在貫重農家資產

消實行馬時，讀剔除莒聶資產方得以順利進行分析。

註 6 :在推估休閒面數的過程中，所揖用的間接控用面數型體措translog 型。

註 7 因為工資上升時 3若休閒需求增加，將導致標準化值的工資(W' )下降，值得

W.與Sw成巨相關。攬言之， w與Sw成正相關。

註 8 :農場外勞動但給面數之估算的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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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 - a Le' a L' 
Ln=τ一Le'-L·→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一

aw aw aw 

。 Ln W Ln a Le' W Le' a V W L' 
X一一-x一一一一=一一一一-x一一-x一一一一 一一一-x-x一一-

a W Ln L a W Le' L a W L • L 

Ln Ln Le' 
ξw x-一=是 W

L 

Ln Le' 

Le' 
X 一

L 

L' L' 
εw X 

L 

Le' L' L' 
(w =一 ιw X一一--- (w X 一一一

Ln Ln 

註 9 :在一艦農場車計模型中極揖重視利潤敢果的存在，革故果認晶當農產品價

格上升時，將導致農場利潤及農*所得增加，進而增加農家各項產品的消

費。

註10 :有關 Backus-Purvis模型的詳細內容請參閱李朝置，台灣家庭農場的經濟

分析 連禮記帳且畫家個案研究，中興大學農業扭濟研究所，民國81年 7月

, pp_47-52 。

註 11 :在Backus-PurvÌs所作的美國家計單位實誼研究中，其108個參數中，只有

55個 t{!直呈顯著地與零有差異，而且，其許多符號及大小與其預期相矛盾

。

註12 :聖補償價格彈性的計算公式爵 E 'J=e'J+WJ丸，此盧 e'J衰未量補償價格彈

性， WJ揖第 J項消費主出佔輝、主出的比重 ; e lY表第 i 項消費之主出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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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Economic Behavior for Rice 

Family Farm in Taiwan 

Chaur Shyan Lee * 

Abstracts 

This study mainly tried to analyze the economîc behaviors of family 

farm, cinsidering the triple roles of family farm as the farm firm , the laborer's 

houshold, and the consumer's houshold. This study focued on developing a 

complete model of Taiwan這 continuative record-keeping farm families. Based 

on this model, a thorough empiri臼1 study has been fullfilled. The main re

sults could b巳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household model must be modified for em

ploying on rice family farms. 

2. Profit effect and off-farm employment effect may indirect1y affect eco 

nomic behaviors of fam i1y farms. 

3. Off-farm labor supply curve of rice family farms may appear backward 

bending. 

4. The decision process of funds fiow is not affected by market information 

significantly. 

5. The choice of consumption is influenced by off-farm employment. 

6. Direct payment policy is more effective than guarantee price policy on in 

creasing farm family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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