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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新農人數據統計分析 

壹、前言 

一、背景說明 

         臺灣以農立國，多為小農經營，農業生產缺乏基本收入誘

因，加上農業青年外流，導致從農人口逐年減少、高齡化現象

愈趨嚴重，目前根據經建會(2012)的預估，我國 2017年 65歲

以上老人佔總人口比將達 14%，正式邁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2025年則將超過 20%，達到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可見國內人口高齡化現象越來越嚴重，而在農業經

營者高齡老化問題也相當嚴重，是政府及全民應該正視的問題。 

政府實施休耕政策以來，引發耕地閒置荒蕪、農村人口老

化、農村景觀凋零等諸多偏失。根據台灣地區農業基本調查報

告，民國 74年，農村高齡人口已佔全農戶人口之 6.96%，已進

入「高齡化」社會的行列。近年來，全球農業主要生產地區，

遭受氣候極端異常影響常無法正常產出，而臺灣糧食來源大量

倚賴進口貿易，其安全性亦浮現警訊，本土農業存在的重要性

再度受到重視。 

    雖然農業就業人口逐年減少，且年齡老化現象日益嚴

重，但不表示臺灣農業即將沒落，而是臺灣農業反思如何

面臨轉型與改革的時候，如何促進年輕新農的注入，應是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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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農業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臺南市政府自民國 100 年起提出

「新農業、新農村、新農人」為農業旗艦計畫的施政重點，其

中，「新農人計畫」是以招募 45 歲以下青壯年投入農業生產經

營行列，鼓勵青壯年回鄉從事農業，協助其農地取得、技術學

習、經營輔導、產品行銷等多項措施，期能解決臺南市從事農

業人口老化問題、引進新農人從事具有發展潛力的農產業、改

善農業勞動力結構，並經由農業經營者平均人力素質的提升，

促進臺南市農業經營的多元化與創新發展。 

 

二、政策推動情形 

為有效解決從農人口老化之問題，使青年人口回流從

事農業工作，以新農人計畫來吸引有心從事農業之新農人

來投入具有發展潛力的農產業、透過新農人計畫來改善農

業勞動力結構、經由農業經營者平均人力素質的提升來加

速農業的現代化及企業化。本計畫實施策略包含：招募新

農人、設置新農人諮詢輔導站、更新農業達人智庫、設立

農業達人講座及農民學堂課程、辦理臺南新農塾課程、廣

設見習農場，提供新農人諮詢與輔導、輔導新農人建立穩

定銷售管道並紀錄務農成功具故事性新農人為標竿等多項

策略，並透過產、官、學、民跨部門整合合作機制，強化

新農人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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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描述 

        本局近年來不遺餘力推動新農人計畫及相關輔導措施，透

過各區農會持續招募新農人，截至今(107)年 8月底止，輔導人

數已逾千人(1170人)，年收入百萬以上者亦逾百人(150人)，

分別從事果樹、稻米、雜糧、蔬菜、畜牧、養殖等之生產，資

料分析如附件所示。 

    新農人計畫實施以來，除陸續推動協助農地及資金取得、

技術學習、經營輔導、產品行銷等多項措施，並積極推動行銷

通路建立與整合，與農會超市、全聯福利中心推動「農家直採」，

並積極與遠東百貨公司、經濟部南創科技園區、臺南科學園區

業者等洽談小農通路合作機會。亦鼓勵優質新農人於國際蘭

展、希望廣場、國際旅展等機會曝光以提升能見度，媒合各型

實體及虛擬通路，期許能藉由多元通路發展，輔導新農人及小

農建立穩定並暢通之銷售管道，亦透過臺南新農人採訪文字撰

稿與圖片拍攝，紀錄拍攝新農人動態影片。 

      本局更自 104年起輔導北臺南家庭扶助中心辦理「社區菜

市長@臺南」，推動優質蔬果共同採購─直接跟農夫買，開設了

新營民治菜市長、安平永華菜市長、東區林森菜市長、永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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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菜市長、南科管理局菜市長、農會安南菜市長及新市農會菜

市長等 7 個取菜點，由小農們努力提供新鮮、在地、安心的農

產給消費者，透過共同支持臺南在地優質農漁畜產，創造更友

善、互助及互惠的人際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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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分析 

一、輔導之新農人及年收入百萬者逐年增加 

本局透過各區農會持續招募新農人，依統計資料顯示，103

年至 107年度新農人分別為 428位(103年)、678位(104年)、

838位(105年)、1040 位(106年)及 1170位(107年)，每年度

皆增加 1-200位新農人進入農業生產領域；其中 103年至 106

年度年收入百萬之新農人分別為 68位(103年)、87位(104

年)、92位(105年)、104位(106年)及 140位(107年)，亦有

逐年增加趨勢，107年度百萬新農人佔總數之 12%。 

表 1：近五年新農人總人數與百萬新農人比例表 

 新農人 

年度 總人數 百萬新農人 

百萬新農人  

所佔比例 

103 428 68 15.9 % 

104 678 87 12.8 % 

105 838 92 11.0 % 

106 1040 104 10 % 

107 1170 140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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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近五年新農人及百萬新農人人數趨勢圖 

 

二、女性新農人有逐年成長趨勢 

近年來越來越多新農人夫妻/情侶檔共同回鄉經營農事生

產並陪伴照顧家人，有感於人生有限、土地無涯，他們相信夫

妻同心便能成圓，經由一家人全心投入田園，能夠繼續陪伴上

一代、下一代、下下一代，成為家人共同美好回憶，依統計資

料顯示，103年至 107年度女性新農人分別為 51位(103年)、

123位(104年)、179位(105年)、240位(106年)及 261位(107

年)，所佔比率為 11.9% (103年)、18.1% (104年)、21.4% (105

年)、23.1% (106年)及 22.3% (107 年)，歷年來皆呈穩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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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近五年新農人男女性比例表 

 性別 

年度 男(人數) 男(比例) 女(人數) 女(比例) 

103 377 88.1% 51 11.9% 

104 555 81.9% 123 18.1% 

105 659 78.6% 179 21.4% 

106 800 76.9% 240 23.1% 

107 909 77.7% 261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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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近五年新農人男女性比例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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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歷碩士以上者有逐年增加趨勢 

   依統計資料顯示，106年度具大學學歷者有 520位（50.0%），

107年為 618位（52.8%），皆已佔五成比例；又 103年至 107年

度新農人中學歷為碩博士者分別為 36位(103年)、62位(104年)、

85位(105年)、105位(106年)及 125位(107年)，所佔比率分別

為 8.4% (103年)、9.1% (104 年)、10.1% (105年)、10.1% (106

年)及 10.7% (107年)，比例呈現逐年增加趨勢，顯示越來越多高

學歷者投入農業生產行列，亦顯示農業也能帶來好的收入。 

 

表 3：近五年新農人學歷比例表 

 

學歷 

碩博士 大學 高中職 國中以下 

年度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103 36 8.4% 171 40.0% 197 46.0% 24 5.6% 

104 62 9.1% 311 45.9% 276 40.7% 29 4.3% 

105 85 10.1% 403 48.1% 316 37.7% 34 4.1% 

106 105 10.1% 520 50.0% 373 35.9% 42 4.0% 

107 125 10.7% 618 52.8% 383 32.7% 4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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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農村是農業發展的基石，農民生活的場域，面對凋敝、老齡化

的農村社區，投入農村產業發展，保存生態文化，展現農村新活力，

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法國前總理 Edger Faure說過：「當農村不再呼

吸，城市也將窒息」。這幾年透過新農人政策，積極輔導年輕人返鄉，

協助新農人行銷，目前臺南市新農人已逾千人(1170人)，年收入超

過百萬者亦逾百人(140人)，期許透過陪伴、輔導以及行銷，協助新

農人安心回鄉從事農業，讓農民生活有所依靠，也讓農村生態、傳統

文化得以保存永續發展，並藉此提升整體環境品質及土地利用價值，

帶動農村繁榮，達到城鄉均衡發展，展現農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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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考資料 

◣附表一：103年度臺南市新農人資料 分析表  

     

人數  從農時間 

男 374  1年以下 59 

女 54  1~3年 135 

合計 428  3~5年 90 

     5年以上 144 

     合計 428 

 

 
  

學歷  

國中以下 24  

高中職 138  作物種類 

專科 59  果樹 172 

大學 171  蔬菜 160 

碩士以上 36  稻米 72 

合計 428  雜糧 42 

 其他 38 

 

 
 

經營狀況  年收入 

專職 283  20萬以下 169 

兼職 113  20~50萬 130 

其他 32  50~99萬 61 

合計 428  100萬以上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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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104年度臺南市新農人資料 分析表  

     

人數  從農時間 

男 555  1年以下 106 

女 123  1~3年 171 

合計 678  3~5年 109 

     5年以上 197 

     其他 95 

   合計 678 

學歷    

國中以下 29    

高中職 207  作物種類 

專科 69  果樹 307 

大學 311  蔬菜 251 

碩士以上 62  稻米 133 

合計 678  雜糧 95 

畜牧 19 

養殖 23 

其他 52 

     

經營狀況  年收入 

專職 402  20萬以下 229 

兼職 187  20~50萬 170 

其他 89  50~99萬 76 

合計 678  100萬以上 87 

   其他 116 

   合計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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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105年度臺南市新農人資料 分析表  

     

人數  從農時間 

男 659  1年以下 140 

女 179  1~3年 213 

合計 838  3~5年 129 

     5年以上 215 

     其他 141 

   合計 838 

學歷    

國中以下 34    

高中職 241  作物種類 

專科 75  果樹 393 

大學 403  蔬菜 309 

碩士以上 85  稻米 164 

合計 838  雜糧 124 

畜牧 21 

養殖 25 

其他 53 

     

經營狀況  年收入 

專職 464  20萬以下 287 

兼職 239  20~50萬 190 

其他 135  50~99萬 92 

合計 838  100萬以上 92 

   其他 177 

   合計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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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106年度臺南市新農人資料 分析表  

     

人數  從農時間 

男 800  1年以下 185 

女 240  1~3年 267 

合計 1040  3~5年 146 

     5年以上 254 

     其他 188 

   合計 1040 

學歷    

國中以下 42    

高中職 295  作物種類 

專科 78  果樹 484 

大學 520  蔬菜 408 

碩士以上 105  稻米 192 

合計 1040  雜糧 157 

畜牧 30 

養殖 41 

其他 57 

     

經營狀況  年收入 

專職 571  20萬以下 356 

兼職 290  20~50萬 222 

其他 179  50~99萬 123 

合計 1040  100萬以上 104 

   其他 235 

   合計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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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107年度臺南市新農人資料 分析表  

     

人數  從農時間 

男 909  1年以下 273 

女 261  1~5年 535 

合計 1170  5年以上 362 

     合計 1170 

學歷    

國中以下 44  年收入 

高中職 383  50萬以下 791 

大學 618  50~99萬 239 

碩士以上 125  100萬以上 140 

合計 1170  合計 1170 

   
 

 
 

經營狀況   

專職 651  

兼職 519  

合計 1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