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鱷濟半年刊， 57期，民國84年6月
7 EU 

台灣稻米價格形成之理論探討

黃璋如拿

至1:- -'-4 _'_ 
笠、則已

當我們要對一項農產品作有關農業組濟或農產運輸方面的研究與分析時，最

重要且最基礎的工作便是對話農產品的價格串成方式加以揖討、了解。有7正確

的個唔唔fit研究才能計算哄抬與需求之價格彈性，也才能對價格加以預制及從事

政輩分析。

稻米是台灣最重要的農產品及主要糧食，許多墮者專家對祖米價格的形成作

了無數的理論及實誼分析。本主對稻米價格形成的理論研究提出一新的分析方法

，而得以E確分析政府保譚價格拉購措施對稻米俱需、價格及稻農所得之影響。

稻米價格的形成與一位農產品最大的不同是有政府的干預。~府過去所揖行

的稻米價格措施主要是以高於市場水準的價格向農民收購稻米以提高租米價格及

稻農收入，同時又以直售價格出售稻米以種定市價。揖7討論的方便，本主PJ ,

保證價格」一詞代表各種收購價格的加權平均價格。馬便加作租米價格形盾之分

析，本土體設台灣租米部門為一封閉部門( c losed sector) (即不考盧稻米之進
出口) ，亦不考慮存貨，而以比較掙體分析芳法對畫灣稻米價格形成加以研究。

同時，雖然有些實証研究費現，台灣稻米需求的價格彈性已撞近於零，甚至晶正

(軒義忠， 1989 , p4) ，本主伯沿鹽一般扭濟至于析之習慣，假設稻米需求曲線之
斜率爵負。

貳、文獻評述

回顧有關稻米價格政策措施對台灣稻米部門影響之理論研究，我們費現這些

文獻大的可鹿三頡。

*作者係固立宜藺農工車拉展經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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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家駒( 1989 )認為政府收購稻米將提高稻米之市價直至興保証價格相等。

圖 l 回攝使文中稻米價格形成之分析。他認為， r末實施相獸性購政策前，市場

均衝價格晶Po 0 政府以高於市場水草之價格P，收購稻穀時，其對市唱的衝擊，頡

似扭將供桔曲驅車移，由 SS，輯左移揖 SS2 主，此時市價提高為丸，需求量由

此降為丸，而供給量則由Qo增至此;超額供給量Q晶由政府1&購'1&購主出馬QjFDQz

(帳單駒， 1989 ' p9) 。然而事實上，自 1974年政府設立糧食平準基金辦理租穀

收購以來，租車E市價均但抬保誼價格，政府從未收購如此多之稻敢而使盟價提高

至與保置價格相等。因此其論點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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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研究對稻未價格形成之分析(候車駒， 1989 ) 

宣言作畫( 1982 , p22) 則認晶稻米市價將隨政府收購數量之多鼻墮動。如圖2

所示，在政府未干預前市場均衛價格為丸，市場均衛量晶Qo 0 若政府保置價格躊

丸，則產量揖Q.o 此時若政府l住購Ql丸，則市價措Pj ; 若政府l世購Q，Q.則市價措

Pz 0 亦即市價由需求曲線與市場供給(產量減政府收購量)共同訣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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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研究對稻米價格形成之分析(事作奎， 1982 ) 

使文興書立之分析均假設農民將以政府保誼價格作揖其缺定供給之唯一位攝

。然而事實上，農民因未能將全部f共桔量以保誼價格出售給政府，他們根攝的農

民所得價格應是保置個格興市價之加權平均數而非保誼價格。固保誼價格較市價

為高，故農民所得價格應較保誼價格爵恆。因此，總供給量應比囂二文中所設定

者揖低。

相對加上述兩篇文獻，陳書時( 1989 )則考慮到生產者是以政府收購價與市
價之加權平均數爵士t置之依攝 o 圖3 為語文之分析架構。她認揖 :S歸國內生產

者之供給曲線 'D揖圍內之需求曲線，生產者所得單位價格 P，晶計劃J&購、輔

導收購、腫賦擻購、經J&圓糟興置地價格之加權慣，帕米之產值攝氏XQ， O S'係

政府收購控之市場供給 .D揖包含軍公歡用米之需求曲驢，則市場均衝價格及數

量為 P，與此。文中並未解釋生產者所得之加權價格 P. 如何求得，這是當立之

缺憾。且用以市價及收購價之加權價厲函數之供桔曲線與以市價為園里立之需求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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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共同法定均衛價格之處理亦有瑕怔，所訣宜之價格難以判斷是市價草農民所得

價格。而市場清除(rnarket cl 凹r)的1~件亦未在其均衡中達成，供桔量(Qs)攝政

府收購量(即 S 興 S' 間之水平距離)並不等胎需求量(Q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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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前人研究對稻米價格略成之分析(陳香吟， 1989 ) 

結果，上述三盟主獻對稻米價格的形成未能作出古理的分析，無法解釋農民

法宜生產之農民所得價格如何形成，更不能說明保置價格及社購數量如何同時影

響稻米價格，主要原因是他們都注有將生產者所得之價格與市價之形成分別討論

。

同時我們亦不可忽略政府權售對稻米快需及價格亦有相間的影響，只是真敢

果相反。倒車日政府若將其J&購之稻米完全再睡售至食米市場，則政府之1世購並未

械少市場之快結壘，因此市價興未J&購前相同。近年來政府種定稻米價格之揖售

揖作漸減 z然而政府的撞售對價格有影響之事實伯不可想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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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府的稻米收撥措施對稻米價格形成之影響

揖f更於f乍稻米價格形盾之分析，本文首先假設台灣稻米部門揖一封閉部門(

c 1 口 sed sector) ·亦即不考慮稻米之進出口;同時亦不考盧存宜。本文以淨體分

析方法對稻米價格形成加以研究。

為正確分析稻米價格之串成，本文提出兩個改進之想法:

1.討論價格形成必讀包含農民所得價格及市場價格之形成，其中農民所得價格攝

政府保誼價格興市場價格以數量加權之平均數。只有農民所得價格才能快定生

產或借給。然而卻只有以市場價格為國數之俱插曲線才能與需求曲線共同訣定

市場均衡價格及數量。因此應問時考慮、以農民所得價格及以市場價格晶區數之

間慷供給曲線。

2.政府的稻米收購措施對稻米部門之影響可分搞兩種:(1)1&購數量攝揖售數量

所得之淨1&購數量會影響稻米之供需。本主將政府淨收購數量視攝需求，亦即

芷的政府淨收購數量使需求曲線右唔，此影響稱聶「數量控果」。無論保誼價

格如何，只要政府之淨拉購數量不揖零都會產生數量敢果而影響稻米之需求曲

線。然而，數量推果乃由淨J&購數量訣定而非保誼價格收購數量。亦即若政府

J&購稻米僅五全部出售，其淨耽購量露零，故數量效果不存在。(下述補貼質生

果卻仍存在)(2)生產者依攝農民所得價格訣定其生產，而農民所得價格乃政府

之保置價格與市價之加權平均數。由扭詰保誼價格高扭市慣，故農民所得價格

提高，使稻米生產增加。因此政府之保置價格對稻米生產有「補貼敢果」。此

補貼效果便以農民所得價格為面數之生產曲線改壘。

本章我們將分別說明政府保誼價格收購之數量控果與補貼效果，最佳再討論

其塘、古故果。

一、數量效果

在本節中我們暫不考慮保誼價格，只討論政府淨收購對稻米供需之數量強果

，亦即值設政府以市價收購稻米。圖4 中 SI 和 D l 分別表示無政府干預下稻米
之供輯與需求曲線，此時市場均衡數量及價格晶Ql 和Pj 0 現設若政府的淨購入揖

AB(即Q， -Qd) ·則需求曲線右移至凹，價格自 P1 上升至丸，此時市場供給揖缸

，民間需求量為丸，政府收購量攝扎扎。因此政府淨收購對稻米市場的主要影響

是通過對市場需求的數量效果，改撞了市場的均衛供需與價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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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貼效果

台灣稻米價格形成之理論揖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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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 4 政府淨位購之數量娃果

保誼價格對稻米生產的補貼致果比政府淨I世購的數量推果裡雜許多。如上節

所述，正的政府淨睦購之數量效果將使米價上升，假設置米價上升不語體農民擴

張生產姐模，則政府的淨購入並不影響祖庫的生產草哄抬曲蝠，只是影響食米市

場的供需量而已。然而保置價格卻會顯著地影響稻米之供給固數。本前我們將單

獨考慮保聾價格的補貼敢果，而不討論數量敢果。亦即假設政府以保誼價格收購

佳又全數以市價售出，淨J&購數量晶零，而保證價格高於市價之部骨晶對農民的

補貼，對稻米供給產生補貼效果。

圖5 將幫助我們7解保誼價格對稻米的補貼效果。 D 是稻米需求曲輯 ;5是

供給曲線，它可以下式表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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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PF)=f(MC)...... ………‘.......................………....................一 (1)

PF: 農民所得價格。

MC: 邊際生產成本。

P S'=f(PM) 
S=f(PF) 

PGL • 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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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政府保證價格之補貼挂呆

(1)式表示7供給量與價格之間的關係，同時也表示了供給與邊際生產值本

之間的關f系。在生產者追求最大利潤的假設下，生產者將依攝MR::::MC的原則

注定其產量，因稻米生產均屬小姐蟬，祖農均聶價格接聖者 (price taker) ，因

此產量使訣是於農民所得祖米價格等於邊際生產成本。當農民所得米價措 P。時

，產量使馬Qo 。

在無政府干預時農民所得價格即是市價，故以市價措面I!I:之供給曲線可與需

求曲組共同法定均衡市價及數量;但當政府以保聾價格補貼農民時，農民所得的

價格便是保誼價格與市價的加權平均數。此時若政府的l&購置佔生產量的比率為

B ， 生產面數可以下式表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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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PF)=(8 xPG+ (1- 8 )XPM)=f(MC) ....................................(2) 

PF: 農民所得價格，有政府保誼價格補貼時農民所得價格是保誼價格與市價的

加權平均數。 PF::;θX PG + (1- 8 ) X PM 

。:政府控購置佔總產量之比率，。阻產量及收購數量而墮動。

PG: 保誼價格。

MC: 邊陣生產成本。

因爵PF:::θX PG + (1- 8 ) X PM '。可寫成

(PF- PM) 
。二一一一一一 ......................................………......... ... ...... ... ... (3) 

(PG- PM) 

因此。可寫!支農民所得價格(或加權價格)與市價之差距對保誼價格與市價之

差距的比。在圖5 中，。可以AB/FB或CD/叩表示。

S= f(PF)表達了兩種含義。在政府無干葫的情視下，市價即為農民所得價格

，因此供給是市價的函數:但在有保置價格補貼的情祝下，農民所得價格是市價

與保置價格的加權平均數，故供給是市慣與保誼價格之加權價格的面獸。

然而，在政府的保譚價格補貼下，因需求是市場價格的面數，而f共輯部是加

權價格的圍數，市場均衡價格及供需量不能由需求等於供桔(D=S)來訣定，因此

我們必讀導出以市場價格晶面數的供描曲線 S' ，則當 D=S' 時可接定均衛市場

價格與供需壘。

雖然政府的保置價格補貼並非生產成本的補貼，然而這項補貼對農民而言可

以當作是

(a) (邊際)土產揖本不變，政府的補貼使其產品出售價格(農民所得價格)提高

:講

(b) 出售價格(市場價格)不變，政府的補貼使其生產成本(有世邊際生產戲本)

陣恆。

以上兩種說法其實是一體的兩面，其對農民的意義並沒有差別。農民可以在

(a)的基嘴上，挂農民所得價格(市價與保誼價格之加權價格)等社邊際生產成本

的準則缺定其供給量;亦可以在(b) 的基礎上挂市場價格等於其有誰遺體生產nIi:

本的準則使定其供給量。因此，我們可以導出以市場價格爵面數之供給曲線S'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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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式:

S' 二 f(PM) =f(MC' )...... '" ...... .....…………. . . . . . . . . . . . . . . .一…………...... (4) 

PM :市場價格。

MC' .有效邊際生產成本(effectlve rnarginal cost 口 f production)或聖補貼

的邊際生產值本(subsidized rnarginaal cost of productlon) 

第 (3)式和第 (4)武均為有政府補貼時之稻米快結面數，只是第(3) 式是農民

所得的面數而第(4)式是市價的面數。只有軍(4)式方能與以市價露面獸的需求曲

線共同注定均街市價及數量。故均衝市價及數量在D=S'時快定，而農民所得價格

則爵 S=f(PF)上對應加均衝數量的價格。如圖5 所示，當以市價聶面軍宜之快結曲

輯與需求曲線相史(亦即D=S')時，便快定了均衛數量搗亂，均衛市價(亦厲措資

者價格)為曳，而農民所得價格揖PF晰。

圖5中的兩條快結曲驢 5輿 S'之間有三個特別的關f系，直說明如下:

1. S和S'之垂直差距即攝政府對每單位產量之補貼

敢府保誼價格對農民之補貼總計厲

(PG- PM) . (8 . Q) 

PM: 市場價格

問:保置價格

。:政府收購量佔總產量之比率，。阻產量及l世購數量而聾動

Q :總產量

揖算成對每單位產出之補貼則揖:

(PG- PM) . (8 . Q)!Q= (PG- PM) . 8 

PF-PM 
.: 8 =一一一一

PG-PM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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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PM 
:.(PG-PM)' B ==(PG-PM) .一一一一 ==PF- PM 

PG-PM 

PF一間，即 5 與 S'之垂直距離，等於政府保政價格收購對每單位產出之補
貼。

2 自 5 和 S' :f目:更加保誼價格水準，如圖 5之 E點

當市價與保誼價格相等(PM== PG) 時， S 和 S' 之垂直距離PF- PM=O '故 5

與 S' 相吏。茲證明如下:

PF-PM==(B . PG+(lθ) . PM)-PM== B . (PG-PM)==O 

因此若政府提高保置價格水準， s 興 S'之交點往上蓓，亦即S'會右移。

3. 當政府保誼價格固定時， S'是 5 以保盟價格水準( E 點)揖中心逆時針旋轉

而悍，雖轉輻度之大小，視。(政府收購量對總產量之比單)之大小而定，

6 越大則雄轉輻度越大。此點可置明如下:

PF-PM (PG- PM) - (PG- PF) PG- PF 
(j== 一一一一一= l 一一一 .................… (5) 

PG-PM (PG- PM) PG- PM 

以邊際生產成本昂依攝之快結曲線 S並不會固保置價格或補貼之高低而吐，聾

，亦即在 5 上對任何一個棋桔量而言 PF 都不改聾。因此根攝式(5) ，當政

府保誼價格固定時 ， B 曲大則 PM 幢小，亦即S'麓轉輻度越大。置也可以解

釋為雖然政府保誼價格不變，政府收購比率曲多，即 8 曲大，則補貼越多，

所以 5 興 S'之垂直距離也越大。

以圖5比較有無保費價格補貼情扭，我們體現有保誼價格補貼時:

1.市場均衝由 D二S 之空點(A 點)鹽為D=S'之主點(D點) ，消費者所付價格即均

街市價由P。下跌攝氏，生產者所得價格由 P()-上升揖 PF" ，而均衛供需數量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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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 增加為此。

2.面對相間的市價，在有補貼的情況下生產者將增加生產量。倒相同樣面對Po

，無補貼時產量是Q日，有政府保誼價格拉購補貼時產量為比;若價格同揖P 1
，則補貼使產量由Q，增為Ql 0 亦即政府收購的補貼敢果使以市價揖固數之供

給曲線右移，語罷了增產。

3 農民之所得價格提高。在無保置價格收購時，農民所得價格麗丸。有保誼價

格收購時，市場價格雖下降為Pl '農民所得價格卻上升爵肘，。

三、組合效果

政府以保置價格向農民收購稻米，其超過市價的部分即為對農民的補貼，對

供給有補貼效果。而政府以保誼價格購入之稻米若不會全部回流至市場，則其淨

購入數量為正，對稻米需求有數量控果。目前之保誼價格岐購改裝實包含7上述

兩敢果。

綜合政府稻米保置價格收購措施的數量控果及補貼敢果，稻米價格的串成分

析表日圖 6 。在無保誼價格拉購措施時原供需曲線分別揖Dl與 5 。現體設政府淨購

入數量為凹，則需求曲線右移晶D2 '"圖 6中臥農民所得價格及市價為函數之供給

曲線分別揖 5和S' ，政府收購數量佔生產之比率。等於 EF /DF '保置價格晶PG '" 

市場均衡在 D2 :::::S' 時違戲，此時均街市價(或消費者所付價格)厲風，消費者

需求量為此，農民所得價格揖 PF* '"供桔量為 Ql' Ql 與此之差距(即Aß)為政府

i爭購入。

與無政府收購M:揮之情況比較，消費者所付價格增加或攝少端視政府的淨購

入數量是否超過因補貼而引起的增產。如圖 6 所示，假設淨購入數量( Aß)大於

增產數量(AC) ，則 D2 興 S'的女點在原均衝點(D1 與 5 之交點A點)之右上方，

於是均衛價格(市場價格或消費者價格)提高(如圖 6 中由 P。提高晶 P，) ，需

求量減少(由此降為 Qz) 。若敢府淨肢購少扭補貼謂置之增產，則均衡價格降

低、需求量增加。

但無論政府淨收購是否多扭補貼話費之增產，只要淨購入數量晶正， D2輿 5

的主點都在原均衡點 A 之右方，故產量增加(如圖 6 中由此增加厲 Q!) ，相對

應之農民所得價格亦增加(由 Po 提高品 PF軍) ，因此農民所得增加。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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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政府保證價格收購措施，主總令故呆

若政府提高保置價格水車， S 興 S' 之吏點向上移動，亦即S' 向右平薯。在

政府J&購數量佔總產量比率及掙購入量不蟬的情扭下，的將使產量增加、市價下

跌，但農民所得價格及農民肢盎提高。若只增加保證價格耽購數量，卻不增加政

府淨收購數量，亦即以保費價格收購佳又出售之，此時需求曲線不壘，而 S' 逆

時針蛙轉加大，產量增加、市價下脹、農民所得價格及農民收益卻均提高。可見

提高保誼價格及增加保誼價格耽購數量之故果相制，前者使 S' 向右平唔，說者

使 S' 麓轉，均便f共桔增加。 但若考慮增加保誼價格拉購數量政府之揖作成本較

大，則以探用前者捐佳。

在保聾價格水準及保置價格耽購數量不聾的情祝下，增加政府淨肢購數量，

亦即攝少以保聾價格購入佳又售出之數量載增加以市價購λ之數量，使總需求曲

線右移，則有提高市價及農民所得價格之敢果，此時消費需求量、減少、供給量增

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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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稻米是台灣最重要的農產品及主食，研究稻米價格形成之結購及政府政罩之

影響是極措重要的課題。本士同時考慮了政府收購數量及保誼價格對稻米供需所

產生的數量敢果及補貼敷果，而得以正確地分析農民所得價格及市場價格形盾之

結構。

本研究童畫展出兩儸供給曲線，一以市價為面畫畫，一以農民所得價格(即市慣

與政府保置價格以數量加權之平均數)露面囂。前者是種者以保誼價格露吏點逆

時針蛙轉而得。 政府1&購量佔總生產之比率越大則其雄轉程度越大。因此，政府

收購政謂之補貼敢果語使農民攝張生產。政府收購量佔組主產之比車越大，攝大

生產越多。而因雷雨哄抬曲線主於保誼價格水準，因此若政府提高保譚價格水準

, J;J市價為面竇立之供給曲線便向右平靜，亦即農民面對相同的市價，當保誼價格

水準提水高時供給也就增加。

與無保誼價格收購之情祖比較，消費者價格之增、攝視政府實體之掙收購數量

是否大扭語置之增產而是;苦掙J&購量小於請費增產數量則消費者所付價格(亦

即市價)降低、消費量增加，反之亦然。然而無論均衡市價如何費動，稻米產量

、農民所得價格及農民收蟲均因敢府之保誼價格收購而提高。

利用此分析方法體現，提高保誼價格水草草增加保置價格拉購數量佔主產量

的比率均有使供給增加之效果，前者便以市價為國數之快結曲揖向右平軒，極者

則使之逆時針旋轉幅度增犬。兩者均值稻米供給增加、市價下跌，但農民所得價

格則增加。因此若欲增加農民的收入，在考慮增加保置價格拉購數量將大幅增加

政府操作戚本的情祖下，應選擇提高保費價格*單而不增加保置價格收購數量的

策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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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valuation on the Methodology of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Government Supportirg Price 

Policy on the Rice Market in Taiwan 

Chang-Ju Huang-Tzeng* 

Summary 

Government purchases at the supporting price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ice policy instruments in Taiwan. The impact of the pur 

chase policy is often discussed and surveyed. However, the issues wh巳ther

this policy has succe巳ded in raising the rice price and farmers' income still 

remain controversial. The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analysis of Taiwan's rice 

policies in the past reveals some shortcomings.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in

troduce a research approach which improves the method in analysis of 

Taiwan法 rice market and helps evaluat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s rice 

policy. 

In this paper, two concepts were introduced to analyze the rice market 

in Taiwan. At first, the "quantity effect" of government net purchases on 

the demand side and the "sudsidy effect" of the supporting price on 由e

supply side were dissuced. Secondly, two supply curves were derived. One 

was based on the price received by farmers (i.e. weighted a問rage of m缸，

ket pri田 and supporting price). The other one was based on the mark:::t 

price. Only the latter one (together with the demand curve) can determine 

the equi1ibrium market price. These two curve置 both interpret the rice sup

ply respondence under the present policy. They are correlated simultane

ously to the level of the supporting price and the quantity of govermment 

purchases. 

'(16) 



農業經濟半年刊， 57期，民國84年6月
quv au 

In this stlldy, in comparison with non-intervention of the govcrmment, 

the effects of the pre~ent government ri田 policy were fOllnd as follows : 

1.The sllbsidy of the sllpporting pricc induces the supply curve based on the 

market price to shift to the righ t. 

2.The total demand cllrve ~hift日 to thc right duc to the government positive 

net purchascs. 

3.The supply quantity increases. 

4.The farmers' received price and returns increase. 

5.The market price of ríce may not necessarily decrease. This depends On the 

qllantity of dovernment net purch自由 and the increase of supply quantity 

due to the subsidy of the government supporting pri田. When the quantity 

of government net purchases is more than the increase of supply quantity, 

the market price increases. Otherwise, it decreases. 

6科'hen the market price increases , the consumption decreas間， and 吋ce versa.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白， National I-Lan Institute of Agri. 
cultur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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