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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農業行政 

科 目：農產運銷 

王榕老師 
 
一、「因為消費者對於農產品的需求缺乏彈性，當面對生產過剩時，是造成農產品價格波動較大的

原因之一」，針對此句話，請繪圖分析其正確性。（20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此題屬於消費者均衡分析，藉此理論分析之 

《命中特區》：農產運銷講義 A1，志光出版，頁 87。 

【擬答】： 

影響需求彈性之因素 

 替代品：若替代品多，則需求彈性較大，因為消費者可消費其他替代商品。 

 購買支出占所得比例：若比例甚低，則價格波動，亦不影響需求量，其需求彈性較小。 

 時間：時間若較長，決策更為周全，故價格變動或更能影響需求，代表彈性較大。 

 是否為必需品：若為生活必需品，則需求彈性較小。 

 運銷價差：同樣商品，產地階段需求價格彈性低於零售階段。 

 所得水準：較高所得則較不售價格波動影響，需求彈性較小。 

農產品需求缺乏價格彈性的特性，對農產品價格波動之影響 

農產品需求缺乏價格彈性下，代表價格波動時，也難以減少消費量，造成穀貴傷民之可能性。 

市場原本均衡價量為 ( )0 0,P Q ，均衡點為 e 點，當生產過剩，導致市場供給增加至 S’，則 

在 1D 下， 1D 的需求價格彈性為

缺乏彈性，供給增加後，價格下

跌至 1P，市場交易量增加至 1Q。 

在 2D 下， 2D 的需求價格彈性為

完全缺乏彈性，需求曲線為垂直

線，供給增加後，價格下跌至 2P

，市場交易量不變 0 2=Q Q 。 

比較兩種需求曲線可發現，當需

求完全缺乏彈性，均衡價格上漲

幅度更大，價格波動更為劇烈。 

 

 

 

二、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北農）擁有第一及第二果菜批發市場，請問：（每小題 5 分，

共 20 分） 

價格形成機制為何？ 

為何北農受到政府及社會的高度關注？ 

何謂上價？請說明其定義。 

該市場收取管理費的標準為何？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北農體制與相關時事補充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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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特區》：農產運銷講義 A1，志光出版，頁 106。 

【擬答】： 

北農價格形成機制 

以臺北市果菜批發市場為例，超過九成的生鮮蔬果以「公開競價」，也就是拍賣決定價格，

迄今仍是較公開透明的價格形成機制。台北農產運銷公司使用拍賣銷售法，高度利用電子化

設備來謀求快速拍賣，公開透明決價過程，短時間內完成大量農畜產品交易，滿足供需雙方

，建立信譽，所以成為農產批發市場中，共同運銷貨品佔有率第一之地位。 

台灣果菜市場最具行情參考價值的，首推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經營的第一、第二果菜市場。這

裡的特色是採取競標拍賣，而且全程電腦作業，成交價格即時上網，公開透明，因而成為全

台蔬果價格的重要指標。 

北農受到高度關注之原因 

北農旗下的第一、第二果菜批發市場為全國最具規模的市場，平均每天交易量達約 2,300 公

噸，所形成的蔬果價格更是全臺灣的指標，近年來，年交易金額屢創新高，引來外界的關注

；事實上，臺北農產公司除了提供良好的蔬果交易平台外，對於蔬果供需失衡時期的調節，

配合政府措施來盡一己之力。 

北農身為全台最大果菜批發市場，為了呼應外界的期待，緩和菜價波動，不管風和雨，兢兢

業業的在工作崗位上奮戰不懈。每年執行的「購貯蔬菜調節供應緩和價格波動計畫」，建立

特定菜種庫存，包含了長(短)期購貯、緊急購貯、契約獎勵、釋出平價蔬菜、盛產果菜促銷

等，就是為緩和菜價所做的因應之道。 

北農掌管全臺灣蔬果供應近三分之一，對全國蔬果供應與消費端，有著重要地位，也是「政

府的手」一直不能退出這家公司的原因；因為，依據該公司經營設立的母法《農產品市場交

易法》，開宗明義就闡述，農產品批發市場屬於公用事業，也就是說其重要性比照「油糖水

電」這樣的與民生物質穩定供應息息相關的國營事業。 

資料來源：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上價 

 上價：以當日該農產品總交易量中最高價格之 20%，加權平均計算得之。 

 下價：以當日該農產品總交易量中最低價格之 20%，加權平均計算得之。 

 中價：以當日該農產品總交易量中扣除最高最低價格各 20%剩餘之 60%，加權平均計算得

之。 

北農管理費收取標準 

 北農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訂批發市場管理費收費標準，按其交易金額收取管理費。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法第二十七條所定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費收費標準，由農產品批發市場

在下列費率內擬訂，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 

一、蔬菜青果不得超過千分之五十。 

二、家畜（肉品）不得超過千分之二十五。 

三、家禽不得超過千分之二十。 

四、漁產品不得超過千分之四十。 

五、其他指定之農產品依主管機關之公告。 

前項管理費應按貨品成交總值計算，由供應人及承銷人平均負擔。 

 

 

三、農產品有較明顯的三級市場之分，請問：（每小題 10 分，共 20 分） 

三級市場包括那些市場？ 

請畫出三級市場圖形，並指出其運銷價差。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須了解三級市場之意義以及價格形成原因 

《命中特區》：農產運銷講義 A1，志光出版，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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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三級市場 

農產三級市場係指產地市場、批發市場與零售市場，以下我們將介紹三種市場之特色與價格

形成。 

產地市場(farm market) 

農民將產品出售之市場，通常位於農產重要產地，藉以集中與運送，在此之商人多為販運

商，又可分為單一農產或綜合型農產產地市場，前者主要交易特定農產，後者則為蔬果、

肉類與花類皆備齊之市場，台灣的產地市場多為單一市場。其供給乃源自供給者，稱為原

始供給，但需求為上級的批發市場所引申出，在此購買農產之需求多為要運送至批發市場

交易，故在產地市場之需求為引申需求，再由兩者進行自由議價後，形成產地價格，當中

因為該市場為生產者與販運者之間的交易，故每筆交易量有限，因此會採用議價

(bargaining)方式交易，較為特殊者則採用電子拍賣器拍賣(auction)，如毛豬與花卉。 

批發市場(wholesale market) 

此市場為提供給商人之間交易使用，僅做批發轉為販售，而非當最終消費使用之場所。通

常位在重要集散地點或人口稠密區，介於集中與分配間之地位，因此能掌握與洞悉農產品

行情價格。通常具有以下特色 

買賣雙方皆為商家或採購者，屬於販運者與零售者之中介 

買賣規模大且迅速，因此農產迴轉率高而導致利潤率較低 

通常處在較寬廣之場所，因為交易量大且快速 

零售市場(retail market) 

為運銷通路中最後一站，商家將商品販售給消費者，因此商品不再流通。可分為集中式與

分散式，前者為區域性綜合市場，出售各種農產商品等，例如亞洲地區常見的傳統菜市

場；後者則為分散在各區的超市或獨立商店，如歐美的零售超市等。其需求是來自消費

者，為原始需求，而供給則是批發市場導引而來，所以為引申供給，又因是運銷通路最後

級市場，所以市場價格為三種市場中最高者。其特色有 

顧客眾多且購買量少，因此業者須針對眾多顧客付出較大的服務成本 

商品迴轉率低、耗損較大且店鋪地點限制嚴格，經營風險高 

零售市場特色導致了零售階段運銷與經營成本高於另外兩級市場 

 

三級市場與運銷價差 

運銷價差：農產品在三級市場，任兩個市場之間的價格差距。而一般所指運銷價差概念主要

指產地市場與零售市場之間的價格差距，亦即消費者付出價格與生產者獲取價格之間的差

異。 

圖形表示：如下圖，以下為三級市場之供需曲線，我們可以兩個市場間的需求曲線與供給曲

線垂直距離表示出運銷價差，如圖中的 r fP P 。 

 

四、 請問「運銷成本」與「運銷價差」之定義分別為何？（10 分） 

請問「運銷成本」與「運銷價差」是否相等？（10 分） 
 

P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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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銷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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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熟習運銷成本與運銷價差之意義即能針對此題作答 

《命中特區》：農產運銷講義 A1，志光出版，頁 169。 

【擬答】： 

「運銷成本」與「運銷價差」之定義 

運銷價差(marketing margins)意義：指同個商品在兩個垂直市場之間的價格差距，通常運銷價

差指的是產地價格與零售價格之差距，也能計算農民分得比率。因為市場非完全自由競爭，

使商人有機會獲得超額利潤，故通常運銷價差大於運銷成本。 

運銷成本之意義：將商品從生產者移轉之消費者過程中，所耗費之勞力物力，如運銷工具之

損耗與油耗，包裝之勞力與材料，運銷職能執行皆會耗費許多資源。消耗可分為兩類，一為

運銷商品本身損耗，如蔬菜於運銷途中之腐敗碰撞，一為運銷產品使其他物品之損失，如包

裝所消耗之紙張等。 

運銷成本是創造產品附加價值之費用 

農產運銷可以創造形式效用、地域效用與時間效用，例如水果在時限內運送至市場販

售，如此提高了消費者效用，代表價值提升來自效用之創造，意味運銷成本為創造效用

之活動。 

運銷成本為黏著成本 

黏著成本(sticky cost)：指的是運銷成本在短期間甚少變動，如同黏著一般不變動。農產

品則常常變動，如同某些容易揮發的油品不斷發散，所以農產品價格又稱作揮發性價格

(volatile price)。原因：運銷成本在短期內少變動，理由是構成項目多數在短期內皆相當

固定，例如運銷成本中比例甚重之工資，工資通常一年或更久才有可能變動，抑或租

金、運費也不常調整，所以運銷成本相較農產品價格更為固定。 

影響農產品運銷成本之因素 

A.易腐性：通常易腐性較大之產品，在運銷過程中之損耗較高，為了保持與維護產品品

質，勢必要特別保護措施，而增加運銷成本，如冷藏車或特殊包裝，以及維持活體之

鰻魚運銷等。 

B.產品加工程度：加工程度或程序愈深或複雜者，連帶提升運銷成本，如棉衣與罐頭；

反之則較低，如蔬菜或蛋類。 

C.生產規模：若生產規模宏大，則可直接叫送整車載運至市場銷售，減少集貨費用或交

易次數，進而降低運銷成本；若規模不足，則勢必由運銷商執行集貨動作，因而有集

貨成本，且各家農場品質不一，還需花費額外的分類成本。 

D.單位價值：單位價值高之產品，負擔運銷費用較強，其運銷成本佔產品價格比率低。 

E.運銷時間性：在運銷時間有特殊限制者，因須採取特定交通班次與保護產品之設施，

勢必提高運銷成本，如運送活鰻魚採取之定期空運與低溫裝袋。 

F.運輸距離：除了距離長短外，與產品包裝與所需運輸設備有關。 

G.轉手層次：轉手層次愈多，運銷成本愈高。 

H.運銷數量：即規模愈大，單位運銷成本可壓低。 

I.通路競爭性：當通路具有一定競爭程度時，會使運銷通路費用較為合理。 

J.秩序運銷：指為滿足各地區在某時間之產品需求，運銷適當質量產品之活動，因為考

量各供需因素與市場情況，故能減輕運銷成本與風險。 

K.消費者偏好：若消費者購買量大，生產者能運送較大量產品至銷售地點，降低運銷成

本與擴大經營規模。 

L.制度與法規障礙：若運銷需要繳交交易稅與規費，或需有執照下，皆會增加運銷成

本，或市場具備進入障礙，使得市場價格具壟斷性與超額利潤，皆會導致運銷成本增

加。 

 

「運銷成本」與「運銷價差」之差異 

 運銷價差程度：運銷價差常被視為運銷效率之表徵，構成運銷價差包含運銷職能之實際支付

成本，與運銷商利潤，接著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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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構成要素：運銷成本指的是運銷職能所支付之各種費用，如集貨、分級、加工、包裝、

運輸、儲藏與銷售等，即創造產品效用所付出的成本，運銷系統是否已使用最為完善，損耗

降到最低，可由以下幾個因素檢視 

市場競爭程度 

運銷設備產能與利用度 

為創造產品形式、時間、地域效用所產生的勞務數量與品質 

運銷通路中產生的損耗 

利潤構成要素：運銷商之合理利潤，應該是讓企業生存並能持續投資生產的最低報償，

或是讓企業不退出該產業之最低報酬，但實務上則難以設定一標準利潤值，因為產業產

品特質、投資風險、商品迴轉率等皆是影響因素 

市場控制力(market control)：用來表示市場由多少企業操控控制，通常利用市場集中度

(market concentration)表示。 

價格敏感度指數 

運銷價差為同一產品在兩個垂直市場間的價格差距，而運銷成本則指消費者所支付價格(零

售價格)與生產者所得價格(產地市場)之間的差距。 

 

 

 

五、請問如何透過「平準實物法」（Buffer Stock Scheme）來達到穩定農產品價格的目的？（20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了解平準實物法之意義與理論，即能回答該題 

《命中特區》：農產運銷講義 A1，志光出版，頁 169。 

【擬答】： 

意義：當農產豐收，市價低落時，先儲存部分農產，當歉收時，再釋出儲藏品來增加市場供給

，抑制高漲的市場價格，又可稱做緩衝存貨法。 

作法：政府先設定某一價格安定帶，價格低於低限則收購農產，價格高過高限則拋售存貨，讓

價格維持在安定帶之間，如下圖，價格高限與低限分別為 HP 與 LP ，當市價高於 HP ，政府拋售

庫存農產，低於 LP 則收購市場過剩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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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要使平準實物法發揮功效，即讓農民總收益可以維持穩定，則必須在需求彈性絕對值小

於 0.5 情況下，而若需求彈性絕對值為 1，則因需求量變動與價格變動百分比相同，所以價格

波動都不影響總收益。 

平準實物法與農民總收益探討 

平準實物法-需求曲線直線下的總收益探討 

假定有獨佔廠商，其面對的需求曲線如下圖之直線型，且暫不考慮儲藏成本，且當中 A 點為

需求曲線中點，故需求彈性絕對值為 1，而 B 點大於 1 以及 C 點小於 1，則 

當豐年時，年產量為 3Q ，總收益為 1R ，價格為 3P ，政府若收購
2 3Q Q ，則市場價格升至 2P ，

總收益增至 2R 。 

當歉收年時，年產量為 1Q ，總收益為 1R ，價格為 1P ，政府若釋出市場缺額
1 2Q Q (假定

1 2 2 3Q Q Q Q= )，則市場價格升至 2P ，總收益增至 2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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