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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級農會第 4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解答） 

科目：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類別： 七職等晉升六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不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一、簡答題(每題 10分，共 5題，計 50分) 

1.農會屬非營利事業之公益社團法人，其理由有那些？又農會在農產品供運銷

之任務角色為何？ 

答： 

一、 

(一)農會法第 1條規定農會之宗旨。 

(二)農會法第 4條規範農會任務，充分顯示農會為公益社團法人性質。 

(三)農會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農會舉辦事業免稅部分，應參照農業發展條例

及合作社法有關規定辦理，與一般營利事業須徵需徵取營利事業所得稅有

所不同。 

(四)各級農會章程規範規定，農會解散或撤銷時，其賸餘財產，歸屬自治團體

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二、農會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農會任務包括農畜產品之運銷、倉儲、

加工、製造、輸出入及批發、零售市場之經營。 

 

2.農會法規定「農會選舉或罷免訴訟及總幹事聘、解任程序，除有關假處分之

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其立法用意為何？ 

答： 

為防止農會選舉或總幹事介聘時，運用訴訟提出假處分拖延，使獲聘者不能上

任，原任未續聘者卻繼續留任，影響介聘時效及農會經營。 

 

3.農會因業務需要擬增設企劃稽核部，其設立條件及辦理程序為何？ 

答： 

一、設立條件：基層農會核定員額達 80人以上得設置企劃稽核部，核定員額每

滿 20人得增置企劃稽核人員 1人。 

二、辦理程序：農會因業務需要增設部門時，應先修訂章程，並提經理事會及

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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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類別： 七職等晉升六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不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4.農會法於民國 105年 11月 30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47031號令修正公

布第 47之 1、47之 2、47之 3 條條文，其中第 47之 1條條文刪除原條文第

2項「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財務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繳

其價額。」請提出此次修法之依據及意旨。 

答： 

104年 12月 30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已將沒收修正為具獨立性

之法律效果，不再為從刑;另依同日修正施行之刑法施行法第 10 條之 3 規定，

上開刑法修正條文自 105年 7月 1日施行；施行日前制定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

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5.請回答下列問題： 

(1)農會法規定「農會二種以上選任人員選舉同時辦理時，申請登記為候選人

者，以登記一種為限。同時為二種以上候選人登記時，其登記無效。」上開

所指二種以上選任人員選舉，可能發生之情形為何？ 

答： 

下級農會理監事與上級農會會員代表選舉。 

 

(2)農會推廣經費之來源有那些？請依據農會法等相關規定說明。 

答： 

一、經費來源：入會費、常年會費、下級農會常年會費收入 20%提繳上級農會、

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募集收入、農業金融機關純益提撥、政府補助、

上級農會核撥、上年度農會總盈餘 62%以上撥入農業推廣訓練文化福利事

業、其他所入。 

二、農會法相關規定：農會法第 38條、第 40條第 2項第 3及第 4款。 

 

二、申論題(每題 25分，共 2題，計 50分) 

1.行政院訂定之「農會依農會法第 4 條第 1 項所定任務舉辦之事業免稅

範圍」，其用意為何？又各該那些事業可減免那些稅賦，請分類詳述之。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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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類別： 七職等晉升六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不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一、農會依農會法第 4 條第 1 舉辦事業之所得，分配於下列用途者，

免徵所得稅： 

（一）依農會法第 40 條第 1 項提撥之事業公積。 

（二）用於依農會法第 40 條第 2 項之下列分配：   

１.法定公積。 

２.公益金。  

３.農業推廣、訓練及文化、福利事業費。   

４.各級農會間有關推廣、互助及訓練經費。    

二、農會依農會法第 4 條第 1 項舉辦事業所經營銷售與會員之貨物或

勞務，或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免徵營業稅。  

三、農會辦理共同供銷、運銷，直接供應工廠或出口外銷者，免徵印

花稅。  

四、農會所有之農業用地，在依法作農業使用時，移轉與自行耕作之

農民繼續耕作者，免徵土地增值稅。   

五、農會辦理外銷農產加工品，輸入其所需之原料與包裝材料及外銷

農產品輸入其所需之包裝材料，其應徵關稅、貨物稅，得於成品

出口後，依關稅法及貨物稅條例有關規定申請沖退之。  

 

2.農會法於民國 63年 6月 12日總統（63）台統（一）義字第 2543 號令修正

公布全文 51 條，其中刪除農會股金制(目前日本及韓國農協仍實施股金

制)，請就我國農會若實施股金制，其可能面臨之問題及優缺點試分析申論之。 

答： 

農會實施股金制首須面對過去股金移充事業資金後，如何計算及退還，亦牽涉

現有資產是否重估及是否換算與分配股權；都市型農會目前無資金需求，及盈

餘分紅制度造成推廣經費提撥相對減少，稅賦增加等問題，必須重新檢討相關

措施及法令，才不致使農會推廣事業的發展受到影響。 

一、 優點： 

(一) 會員可以依自己財力決定認股數量，一方面增加農會自有資本，穩固經

營基礎，另一方面可激發農會積極發展事業，農民因有分息分紅制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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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類別： 七職等晉升六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不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增加對農會交易之意願，提高農民參與農會業務之熱心及監督，增強其

認同感。 

(二) 回歸企業組織功能：會員自負經營之盈虧責任，享受分配股息及按交易

額分配盈餘，增加對農會交易意願，增加成本觀念，提高收益負擔風險。 

(三) 加強財務結構：增加農會自有資本，相對提高信用部經營範圍及風險承

擔能力。 

(四) 合理分配農會盈餘：重新合理分配農會盈餘，避免農會盈餘分配之經費

不當開支或無法有效運用。 

(五) 農會盈餘分配給會員之稅捐，因財稅機關之查核有助於農會財務管理之

健全。 

二、 缺點：  

(一) 應優先處理過去會員繳交股金之返還模式，及目前會員所繳之入會費轉

為事業資金後，是否需再轉為股金。 

(二) 股金制實施後，會員可能要求分配農會歷年累積之公積。 

(三) 股金制度實施後，除減少推廣事業經費之提撥外，需重新檢討農會總盈

餘之分配比例。(現行農會法第 40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農會年度決

算後，各類事業之盈餘，除提撥各該事業公積外，餘應撥充為農會總盈

餘。農會總盈餘，除彌補虧損外，依下列規定分配之：1.法定公積 15%、

2.公益金 5%、3.農業推廣、訓練及文化、福利事業廢，不得少於 62%、

4.各級農會間有關推廣、互助及訓練經費 8%、5.理、監事及工作人員酬

勞金，不得超過 10%。) 

(四) 如何避免股權獨占或寡占，如何規範每位會員持股之基本額度及上限將是

一大議題，並應避免農會受持股較多之少數人所掌控。 

(五)部分農會資產多，尤其是都市型農會並不缺乏資金，無須向農會募股；農

會為公益社團法人之定義，將會偏向追向利潤導向。又農會支付股息及按

交易額分配之盈餘，依所得稅法規定必須繳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