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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友邦分享台灣經驗 

 過去五十年來，台灣以有限的資源，正

確的經濟發展政策及人民的勤奮努力使每人

國民所得由不足一百美元增加到一萬五千美

元所締造的經濟奇蹟，是舉世所譽的「台灣

經驗」。其中最為關鍵的是以小農為基

礎，透過技術改進增加農業生產，再將之

外銷賺取外匯發展工商業之「以農業發展

工業」之策略。因此所謂的「台灣經

驗」，大部分均係指「台灣農業發展的經

驗」。而這部分是很多開發中的小農國家

極為欽羨而想學習的。台灣農業發展經驗

所包括的範圍很廣，其面向也很多元。要言

之，政策面即含「耕者有其田」、「三七五

減租」及「公地放領」等土地改革政策及農

產價格、農民組織、農業推廣、農業機械

化、農業信用與外銷等政策。在措施方面

則有農業灌溉排水系統的建設、大型水庫

的興建、鄉村道路的舖設、高產及高品質品

種的試驗與推廣、農產加工品的研發等等，

均為台灣農業發展經驗的重要部分。 

 為與友邦分享「台灣經驗」，我國自民

國48年12月派遣第一個農業技術團前往越

南協助越南從事農田水利、作物改良、組

織農漁會、農村建設及土地改革，最多的

時候包括農會人員在內共有八十六人在農

業技術團內工作。因為駐越南農業技術團

工作績效良好，對增進兩國之外交關係有

很大的幫助，政府乃於民國50年1月訂定

「先鋒案」計畫實施，該計畫並於民國51

年4月更名為「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

進行以非洲為主的農業援外工作。民國62

年1月，政府為進行全球性的援外工作，

成立了「海外技術委員會」專司其職。民

國86年7月海外會工作併入新成立專司援

外工作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業務內

推動迄今。名稱也由早期的「農耕隊」改

為「農技團」進而稱為「技術團」，近幾

年來每年所編的經費約十餘億元。  

二、農業援外工作之內容 

 農業援助友邦的主要目的早期是增加糧

食生產，然後逐漸轉為增加農民收入消滅

貧窮，進而協助其生產之農產品加工、外

銷以增加其外匯收入，發展經濟。為達到

上述目的，具體的措施除農漁牧生產技術

之協助外，還包括農業推廣、農民組織、

農業試驗、農產品加工、農產品運銷通路之

建立、農業之灌溉與排水、人力資源培育訓

練等等工作。以民國90年為例，「國合會」

在農業援外方面，共在布吉納法索等三十三

個友邦國家推動下列各類農業發展計畫： 

1.糧食增產計畫  

 屬於此類之計畫有：布吉納法索一千公

頃之陸稻生產計畫；在查德推動的三百公

頃水稻雙期作田計畫及五公頃之蔬菜生產

計畫；甘比亞一千公頃之水稻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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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賴比瑞亞推廣二百五十公頃陸稻，一百

公頃水稻及五十公頃稻種生產計畫，另與

賴比瑞亞大學合作開墾並推廣蔬菜十八公

頃；在馬拉威，推廣玉米一千一百五十公

頃，甘藷一百公頃，蔬菜一千五百公頃；

在聖多美普林西比推廣陸稻二十公頃，蔬

菜十五公頃及推廣蛋、肉雞之飼養；在史

瓦濟蘭推廣玉米一千五百公頃；在塞內加

爾輔導生產水稻二千公頃，蔬菜二百公

頃，吳郭魚一點五公頃，淡水魚養殖一公

頃；在印尼推廣蔬菜生產二百五十公頃；

在索羅門推廣陸稻六百公頃，玉米與甘藷

五十公頃，蔬菜三十公頃。  

2.品種改良及優良種子、種畜禽與種魚供應 

 優良種源可提高生產量與產品品質，因

此提供優良品種一向我農業援外之重點工

作項目，很多友邦也在雙邊洽談合作時要

求我方提供優良品種或引進新品種種植。

農產新品種也好，優良品種也好，均需經

適地性試驗，因此，在當地進行適應性試

驗是進一步推廣的先決條件。這方面的計

畫重要的有：在查德設立優良稻種繁殖田

七公頃；協助甘比亞農試所執行水稻雜交

育種並傳授雜交育種技術；在聖多美普林

西比協助其番茄、茄子、胡瓜、四季豆、

黃秋葵、青椒、及西瓜等品種的改良與引

進蘆筍、花椰菜等新品種在該國種植。在

貝里斯則引進蓮霧、番石榴、紅豆、百香

果及洋蔥等作物種植。   

3.開墾農地計畫  

 開墾土地做為農業使用可增加農業生產潛

力，對土地資源豐沛而尚未充分利用的國家

至為重要，因此也為我過去外援之工作項目

之一。雖然開墾土地投資經費甚鉅，但在

民國90年之計畫中仍有農地開墾計畫；在

布吉納法索完成二百公頃水稻田開墾工程；

在索羅門輔導農民自墾陸稻田六百公頃。  

4.農產品加工計畫  

 由於農產品有易腐的特性，加上開發中

國家運銷制度不健全，因此常有產品銷不

出去而讓其腐爛的情事發生，殊為可惜。

如產品經加工可保存較長時間，而且，如

生產的產品目的為外銷，則更需要經加工

以提升其價值，並避免檢疫的繁雜程序。

近年來，這些加工的計畫在受援國之要求

下，日益增加：在貝里斯實施的食品加工

計畫，內容包括脫水木瓜、鳳梨，開發辣

椒加工產品，協助大學提升食品加工水準

並訓練食品加工人才；在哥斯達黎加則投

資興建番石榴加工廠乙間以加工經推廣生

產之番石榴，此外並推動竹加工計畫。在

格瑞那達，協助發展果醬加工及水果加工

計畫；另，在海地也推動竹類加工計畫。

此類計畫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5.人力訓練計畫   

 為使開發中國家達到自力發展農業的目

的，人力的培育與訓練極為重要。因此在

過去的數年中，國合會每年均辦理專業人

力訓練，期間自一星期到二個多月均有，

平均在二、三星期之間。如民國90年，在

二十個專業研習班中，農漁業之研習班即

有九個班。訓練內容一般性的有農業發展

政策與經營管理研習班，專業性的有：食

品加工技術研習班、農產品生產與運銷研

習班、水產養殖技術與經營管理研習班、

低成本永續農業生產研習班、農企業經營

研習班、蔬菜作物生產與管理研習班等。

此外，為使所協助的國家農業發展得以生

根，自民國87年起在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熱

帶農業研究所設立全以英語上課之碩士

班，由國合會提供獎學金供開發中國家派

員來台就讀。到目前為止，已有畢業學生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1期／2005.09.30 35 



 推動新世紀台灣農業及國際化 

 

多人，渠等畢業返國後均能貢獻所學，致

力於該國之農業發展工作，績效良好。另

外，為擴大計畫實施效果，我技術團於實

施計畫時，均對計畫內辦理各項農民訓

練，使農民及推廣人員能配合執行計畫。  

6.提供資金貸款給小農作生產之用  

 生產經濟性農產品需要資金，而開發中

國家之農民缺乏資金配合執行推廣計畫，

因此為順利執行計畫，由我提供小農所需

之資金，並建立制度於其產品出售時還

回。此小農貸款計畫對我計畫之執行幫助

甚大。例如我於甘比亞執行蔬菜增產及市

場運銷計畫時，即撥款供其產銷班班員購

買資材，以其所增加之收益作為生產循環

基金之用，於宏都拉斯執行稻米生產計畫

時，亦提供小額農貸，推廣稻米之生產。  

7.生產經濟性產品以替代進口或供出口賺

取外匯  

 除協助增產糧食供應人民的需要外，消滅

貧窮也是我援外之重要目標之一，為達到此

目的，生產可銷售到市場之產品，不管內銷

或外銷，均是最好的方法。內銷可減少進

口，節省外匯，外銷則可賺取外匯，不僅

對提高農民生活水準有幫助，對整體國家

之經濟發展亦有重要的貢獻。事實上，目

前我技術團執行的計畫，從蔬菜生產、加

工到畜牧、水產養殖等大部分均屬此類。  

8.人道援助   

 近年來，我政府對於世界各地所發生之

天災，如地震、海嘯、水災或人禍，如戰

爭，而導致的缺糧，均本人飢己飢，人溺

己溺的精神，發揮愛心，在可能的範圍

內，透過國際組織或民間慈善團體，提供

各種救援物資，其中最為重要的物資是糧

食。尤其近年來我國內稻米生產過剩，以

之援外不僅可贏得友誼，亦可消化倉容稻

米，一舉兩得。因此自三年前開始，我即

預定每年十萬公噸稻米供人道援助之用。  

 而在整體援外工作之執行方面，除了國

合會外，政府機關包括外交部及農委會也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別是我近年來參加

國際組織，如APEC、WTO之後，很多協

助開發中經濟發展的計畫均透過此國際性

組織進行，例如開發中國家要出口農畜產

品到已開發國家之市場，其產品須符合這

些國家所訂之品質標準，包括檢驗及檢疫

的標準，而這些國家所訂之標準通常甚為

嚴格，因此至為不易。WTO為避免開發

中國家被邊緣化，便有計畫協助訓練其技

術人員或建立設備，以利其產品的出口，

這方面，在外交部的協助下，我國也配合

辦理部分的訓練計畫。農委會方面，則多

年來在APEC倡議主導農業專家小組推動

動植物種源交換、農業金融等七項技術合

作計畫。此外，農委會也透過雙邊所簽署

的合作協定推動與越南、泰國、印尼等國

的合作計畫，協助這些國家發展農業。  

三、檢討與建議  

 以台灣過去農業發展成功的經驗協助開

發中國家發展農業是我善盡國際義務的方

式之一。對我而言，在目前外交日漸艱困

之情況下，由於農業較不敏感，故與友邦

在此方面之合作，對我外交有莫大的幫

助。事實上也是如此，過去三、四十年

來，我與非洲、中南美洲友邦之間的關

係，農技團的幫助功不可沒。很多友邦的

元首、政要均與我農技人員有密切的情誼，

而這些就是外交的保障。另一方面，在目

前全球仍有數億人口生活在營養不良，甚

至飢餓的情況下，特別是亞、非開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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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急需增加糧食生產之際，協助渠等增

產糧食，進而增加經濟性產品的生產，對

消滅貧窮，甚至發展經濟也幫助不少，而

這些正是開發中國家所最急迫需要的。  

 特別是在天災、人禍的情況下，適時的伸

出援手，更能提升我國際形象。惟在我有限

的援助資源下，到底如何應用始能獲得最大

的績效，是當前我們的重要課題。無疑地，

我們有很大的改進空間，以下謹就個人提

出數點淺見，期拋磚引玉，供大家討論：  

1.推動計畫宜由點而面，以示範方式，擴

大推廣效果  

 從過去在各國所執行的計畫來看，雖然

均有不錯的績效，但我們也看到每年推廣

的面積有限，甚至多年來均在同一地區，

未能擴大範圍。對一個國家而言，數十或

數百公頃的生產面積實在太小，效果亦不

大。如所選的產品確為有利的產品，由於

有經濟誘因，理應易於推廣。在有限的人

力及資源下，我們所能做的只是示範以及

協助推廣，建立推廣制度而已。因此，未

來在選定發展的產品時，應衡量其市場經

濟情況，選擇具有發展潛力，在自然氣候

環境下該地生產具有競爭優勢者生產，當

易於推廣，事半功倍。  

2.應建立整體的產銷制度，只顧生產不管

運銷將無法推廣生產  

 開發中國家農業的一個特殊現象是，除

生產供自給自足者外，生產出來之產品通

常無法銷售出去，導致產品任其腐爛，殊

為浪費可惜，也無法提供農民再生產的誘

因。因此建立產品的銷售制度，不管內銷

或外銷，均至為重要。內銷方面，設立交

易市場或加工廠，使生產出來的產品有出

路，並能售得合理價格，使農民有增產的

誘因。外銷方面，由於要有市場，又需要有

一定的規模，又要克服檢驗與檢疫及兼顧品

質的問題，如無適當銷售管道，將功虧一

潰，有必要將生產農民加以組織起來，發

揮外銷的功能，或自行擔負起外銷之責，

或與外銷廠商協調分工合作，開發市場。  

3.提升援助層次，由技術面提升到政策面  

 以往我農業援外均著重技術層面，因此

援助的團隊稱為「農耕隊」或「農技

團」，一國之農業或經濟要有所發展，重要

的是要有正確的政策，如要充分供應人民所

需要的糧食，需要有糧食的生產、價格、庫

存、銷售等等政策，缺一不可，而這些政策

的制定需要具備政經背景及具有經驗的人

才，非技術人員所能為。而我台灣小農發展

成功的經驗，除了技術以外，成功的土地改

革及糧食政策、價格政策、外銷政策等等

均為重要部分。我也有此種能力在這方面

提供協助，因此未來為使績效擴大，當將

協助層面由技術面提升擴大到政策層面。  

4.長期性培育開發中國家農業人才，使其

得以自行推動農業建設  

 美國USAID每年提供獎學金給開發中國

家派員前往美國大學研讀農業學位，長期培

養其所需之人力，由來已久。培養高級農業

人才，一方面對其長期農業發展有幫助，

國家之建設長期終究需仰賴自己的人力。另

一方面，在某一國家長期訓練之人員對該國

文化較為瞭解，其回國後，當與訓練國家維

持友好關係，有朝一日，晉升高位，當可增

進二國之關係，一舉二得。因此未來，除應

加強屏科大熱農所碩、博士訓練計畫外，

宜考慮增加或擴大範圍實施長期人力訓練

計畫，對未來外交當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5.充分利用國際組織，以多邊方式達到援

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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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援外均以雙邊的方式進行，國際能見

度不大。自我加入APEC以後，已成為國

際社會之一員，自 2000年加入WTO後範

圍更為擴大。不管是APEC或WTO均有協

助開發中國家發展農業的計畫，每年我雖

然以協助辦理若干的計畫，也受到肯定，

未來可擴大辦理。此外，尚有聯合國系統下

的糧農組織（FAO），由於我尚非聯合國組

織成員，參加其各項計畫尚有困難，為如能

參加其周邊組織之活動或計畫亦可達到效

果，此方面尚待外交部及有關單位之努力。  

6.整合國內農業援外資源，以發揮乘數效果 

 目前我農業援外之主要機構是財團法人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由於其是非政府組

織，其援外在我目前之國際處境下是有其

優勢，惟如遇政府間或國際組織之合作計

畫便無能為力，而外交部代表我政府交涉

各項雙邊或多邊計畫，惟缺乏專業。農委

會有專業人力，但援外非其主要工作。因

此如要增進整體援外之績效，有必要成立

一跨部會的協調機制，發揮整體戰力。  

7.正視我對外農業投資所達到之援外效果  

 近年來，因國內農業土地資源有限，工

資上漲，致部分農民或農企業前往東南亞

及世界各地投資，從事農業生產。由於農

業投資可增進當地的就業，也將農業技術

引進，其實也是農業援外的一環，常受到

當地政府的歡迎。如何善用我農業投資，

是我重要的課題之一。使用不當，如將我

生產技術及各種優良品種帶出，並將所生

產之產品回銷台灣，打擊我農民，是政府

所不願意見到的。惟如生產我國內所未生

產之產品，不管生產之後內銷或外銷，不

會影響我農業或農民，而對開發中國家經

濟發展有益，政府應予鼓勵。事實上，過

去幾年來，外交部在鼓勵對外農業投資方

面，盡心盡力，不僅訂有鼓勵辦法協助企業

前往自然資源豐富的開發中國家考察投資，

惟績效並不如預期，主要原因很多，距離

及政治穩定性是其中二項最重要之因素。

如對企業投資有利，如到東南亞地區或大

陸的投資，不需靠政府的鼓勵，亦自動前

往。因此如何善用我民間投資之力量作為

援外之用，待研擬適當的策略。  

8.以農業援外，協助推動我國「實質」外交 

 由於近年來我外交處境極為艱難，以往

農業援外均著重於邦交國，以鞏固邦交，

惟與無邦交國之往來，擴大我交往範圍將

越來越重要。國與國之間的農業合作一向

較不敏感，因此推動與非邦交國之間的實

質外交可以農業合作為切入點。不管以政

府 或 非 政 府 之 雙 邊 方 式 ， 或 透 過 如

APEC、WTO等國際組織之多邊方式均為

可行。這是未來有發展潛力的空間。  

四、結語 

 農業援外不僅可善盡我作為地球村一份

子的責任，也可為我艱難的外交處境找到

一條出路。另一方面，在目前世界上尚有

很多國家及地區糧食供應不足，人民營養

不良或經濟待發展之際，提供適時的協

助，必可與受援國增進實質的關係。台灣

過去五十年來以小農制度所發展出來的農

業成功經驗，可提供協助非洲、亞洲、中

南美洲及世界各地開發中國家發展農業、

增產糧食、賺取外匯進而發展經濟。過去

三、四十年來我們不僅獲得良好的績效，

也累積了很多寶貴的經驗。無可諱言的，

我們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援外資源有

限，如何有效利用這有限的政府及民間的

資源，發揮功能，協助我拓展國際空間，

有待大家共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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