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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重要嗎？何以會有農業

不受重視的印象？  

 一般人對農業忽視可能是在於「作農的

辛苦又不賺錢」的觀念，還有農業的初級

產值——所謂農業GDP，在1970年之後逐

年降低之故。以1971年為例，農業佔GDP

總值的 13.07％，但之後逐年下降到 2001

年只有1.91％，總產值也只有三千五百二

十七億，所以很多人，尤其是不瞭解農業

的人便認為農業不重要。其實，如果以農

業初級產值之GDP來看農業是不公平的，

因為以林木來說，從1990年起台灣幾乎不

砍伐木材，所以十多年來林業的初級產值

幾乎是零；但台灣的林木如果利用，潛在

產值是相當高的，而且材木逐年生長，材

積也與年俱增，如潛在產值應是逐年增加

的，只因為沒利用，產值當然是零，但林

業的產值會是零嗎？何況林木還提供國土

保安、水土保持、水源涵養；林木的棲地

能提供野生動物棲息及國人休閒最佳場

所，這種非經濟產值，也就是所謂的

Green GDP（綠色帳），這種產值比林木

的初級產值還要高，可惜我們的農政單位

長年來忽視這方面的研究，未能提出農業

各種林木、作物之Green GDP，使得不瞭

解農業的人認為農業是低產值的產業。  

 另外，像農民和農企業界朋友所從事的

二級產業，像食品加工、農產品加工及三

級產業——所謂服務業中的休閒農、漁業

的產值，也都沒有算在農業的帳下，農業

的產值自然會被誤以為只有初級產值而未

受到應有的重視。其實現在的農業跟我們

的日常生活十分密切，像開門七件事——

柴、米、油、鹽、醬、醋、茶，無不和農

作物、農業息息相關；週休二日及學生的

校外教學之育、樂又和社區林業及休閒

農、漁業關係也相當密切。所以如果做決

策或參與決策的人不瞭解農業，而老是用

以初級產值來看農業，當然會忽視農業。

尤其是一些所謂財經人士認為農業用那麼

多土地，耗費那麼多用水，但得到的產值

卻那麼低，常認為農業是政府的「包袱產

業」、「黃昏產業」。  

二、政府何時開始不重視農業？

2002 年 11 月 23 日「農民大

遊行」訴求「消滅農（漁）

會」就是「消滅農民、消滅

農業」？ 

 2002年11月23日「農民大遊行」的背景

應該說是農業長期受到忽視，但這個現象

並不是從現在的執政團隊開始，而是自

1964年「以農業培養工業」政策開始；尤

其1970、1980年代，所謂農業初級產值在

GDP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低，而遭到忽

視。因此這種現象是從國民黨政府時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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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了！2002年現在的執政黨為了金融改

革，打消呆帳對逾放比高的銀行、農漁會

採取行動，本來就是合乎社會公平、正義

的原則，但由於部會間——財政部和農委

會溝通不良，最後較強勢且主導金融改革

的財政部執行政策；由於在估算被接收農

漁會資產時也偏離市值過多，甚至作業程

序也不夠透明；不少農業界及學界的人質

疑為什麼都以商業銀行來接收，而不是讓

績優農會來接收？在此種情況下，加上在

野黨介入相當深，才會讓許多農民和社會

大眾認為政府是要消滅農漁會、消滅農

民、消滅農業。試想我們每天都要吃、要

喝，假日也會到鄉村、山區遊山玩水，都

離不開農產品、農業，政府怎麼會為了對

問題農漁會採取行動而消滅農民、消滅農

業呢？不過，就如前述，如果執政團隊以

初級產值低而忽視農業，不把農業當成全

民產業，而視之為「黃昏產業」，不認為

農業具有生產、生活、生態及尊重生命之

多功能價值，當然會視農業為包袱！執金

融改革大權的財政部及財經人大概也是持

這種心態，所以農業金融改革自然功敗垂

成！事實上，執政團隊還不致於為了這些

信用差的農漁會而消滅農民或消滅農業，

因為在台灣除了台灣大學之外，還有中興

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嘉義大學、宜蘭大

學都設有農學院，這些學院光是研究台灣

農業的教師起碼就有一千多人；農委會所

屬農業研究及推廣單位起碼也有三、四千

人，他們全都為了台灣的農業在做努力，

但現在的執政團隊有把這些農學院、農業

單位關門嗎？就以每年投資的研發經費來

說，台灣大學生農學院從2001年到2004年

之間，每年的研發經費都在六億左右；而

在各部會中，農委會在2004、2005年的預

算都在一千億左右，在各部會中預算中算

是比較多的；所以政府怎麼會為了農業金

融改革消滅農民、消滅農會、消滅農業

呢？  

三、2002 年 1 月台灣加入 WTO 之

後，台灣的農業該如何轉型？ 

 台灣農業的成果可以說有目共睹，有品

質相當好的各式農產品，有四季不同月份

都吃得到的各種可口的水果、蔬菜，還有

高品質的雞、鴨、鵝肉和豬肉，各種物美

價廉的花木⋯⋯，而這些都是辛苦農民、

農業研究人員及許許多多大學教授長年來

辛勤耕耘的結果。  

 在國際上我們熱帶農業成就及農耕隊、

農技團、漁技團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服務成

果，也是有口皆碑，在鞏固邦交上更是有

相當大的貢獻。所以，在加入WTO之

後，在農民方面，政府應持續照顧和協

助，像老農年金的發放及農民保險；另

外，像農民低率貸款、創業貸款及農漁民

子弟獎助學金的設置都是很好的農業政

策；還有其他像各種農業推廣，政府都應

在財政上大力支持，持續去做。農民團

體，包括農漁會、四健會、合作社、產銷

班及農業策略聯盟，現在政府正整合這些

團體推動各種聯盟，包括生產聯盟、物流

聯盟、加工聯盟、貿易聯盟及休閒農業聯

盟，從技術、生產層面到銷售、物流進行

合作，也進行輔導，這也是非常好的策

略；但如何以獎勵措施，讓好的農民組織

能扮演火車頭或觀摩的角色則是當務之

急！至於過去最為人詬病的農業金融問

題，在農業金融法通過之後，在2004年2

月政府已成立了農業金融局，而在2005年

1月也已成立全國農業金庫，這無一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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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養殖漁業、遠洋漁業的產品和畜

產品品質也都不錯，在日本市場長久以來

佔有一席之地，所以這方面政府應繼續獎

勵輔導。為了建立農產品品牌，行銷國

際，政府從2004年起連續三年擬投資二十

二億在日本、香港、新加坡及中國進行促

銷，這對農民及企業擬投資農業，都是相

當好且十分正面的消息。令人欣慰的是有

些業者已掌握優良品種香蕉，開始在台灣

南部進行大面積契作，擬以台灣為品牌，

希望能將台蕉重新打入日本市場。  

因應「農民大遊行」後政府對農漁會及農

民朋友們最好的回應。至於農業生產方

面，農民所關心的是該怎麼轉型，該種什

麼作物才能賺錢？還有台灣農村應如何發

展才能重新振興？是故，在農業未來發展

方面，應從下列問題著手：  

 第一、應繼續發展安全、衛生兼顧的精

緻農業，獎勵大面積栽植具競爭能力的農

作物，以品牌拓展外銷；  

 第二、應加強休閒農漁業及社區林業，

塑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農村新風貌，並朝向

精緻化發展；同時藉休閒農業區、休閒農

場在國內行銷優質具品牌的農產品；  五、「休閒農業」果真能為台灣農

業帶來春天？  第三、應投資更多研發經費及獎勵措

施，全力發展農業生物科技；政府應比照

輔導電子資訊業方式，獎勵企業投資農業

生物科技產業。  

 在台灣「休閒農業」的推廣雖然號稱有

十五年的歷史，但政府把「休閒農業」當

做主要政策推動，不過是從陳前主任委員

希煌先生開始，只有四年多的歷史，也就

是阿扁政府上台之後的2000年才「用力」

推動的。四年來以農委會投資在「休閒農

業」，包括「休閒農業區」、「一鄉一休

閒」及「休閒農場」的經費不過四十億左

右，但所創造的產值和商機，最少有數十

億，甚至百億以上；據統計，2003年在台

灣的農村已形成五百五十個休憩景點，至

少有五百二十五萬以上曾到過這些休閒農

業景點參觀，而在2004年到過這些地方遊

憩的人數則激增為一千二百四十萬人，這的

確是可喜的消息，但應如何提升遊憩品質和

提供更好的服務，則是今後努力的目標。  

四、精緻農業是台灣的特色，台灣

的農產品果真有國際競爭力？ 

 過去台灣的洋菇、蘆筍事業舉世聞名，

但現在比較有競爭力的是可口的四季水

果，像黑珍珠蓮霧、愛文芒果、糯米荔

枝、珍珠菝仔、甜蜜蜜鳳梨、鳳梨釋

迦⋯⋯等，今後如能做好分級及打出品

牌，加強行銷規劃，相信這些質好可口的

水果一定具有國際競爭力。另外，在花卉

中像蝴蝶蘭、文心蘭，如能在品種改良方

面不斷努力，在國際花卉市場一定有領先

的實力。所以，如果政府能在這方面多作

投資研發，也能做好行銷規劃，像每個月

推出那一種優質水果；同時在這些優質品

種上做好保護，那麼台灣的農產品一定有

機會像荷蘭鬱金香、風信子那樣，像紐西

蘭的奇異果一樣，打出世界級品牌的名

號。  

 在發展「休閒農業」的過程中最令人感

動的是不少農民朋友因為不知道如何去

做，所以在過去三年多以來，有不少人積

極參加各種研習會、研討會，那種從頭學

習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另外，也有許

多社區，在政府及地區熱心的生態、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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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朋友們的協助之下，由下而上以自

己的力量推動生態社區、生態村；像埔里

的桃米里居民，自助人助以青蛙、蜻蜓及

水域生態為特色發展社區，現在當地已成

為遊客駐足的景點，當然也帶動當地優質

農產品的促銷，開創具特色的文化產業；

現在假日到桃米里參觀，人數多到必須作

遊客總量管制。還有，像阿里山的達納伊

谷，由保護當地原生魚類開始，如今已帶

動原住民產業的發展，這都是成功的典型

實例。另外，像斗南農會和農民契作胡蘿

蔔、馬鈴薯外銷日本賺取外匯；南投縣信

義鄉農會及苗栗縣大湖鄉農會利用閒置倉

庫及舊辦公廳舍，發展休閒酒莊，創造農

產品高附加價值，也都是轉型成功的實

例。未來政府如何透過這些成功的經驗，

讓農漁會、農企業界相互觀摩，應是相當

好的課題，所以休閒農（漁）業的發展已

為台灣農業帶來春天。  

六、台灣農業生物科技何去何從？ 

 目前國家型生物科技計劃中有基因體研

究、中草藥研究及農業生物科技研究。這

三個大型計劃和農業密切的是中草藥研究

及農業生物科技研究。  

 許多人說電子資訊產業和生物科技是這

個世紀最重要的產業，前者在台灣已有相

當好的發展基礎，後者在台灣雖然也發展

了相當多年，但論人才及投入的資金，仍

相當有限；如果和美、日等國相比，則可

以說小巫見大巫！遺憾的是生物科技許多

關鍵性的技術和專利，幾乎都掌握在國外

許多大公司的手中。因此，台灣以相當有

限的資金和人力，在中草藥研究及農業生

物科技方面應投注的重點是非直接食用的

熱帶作物或原生植物、微生物；在花卉方

面，特別是蝴蝶蘭，文心蘭的品種改良和

新品種開發；在微生物方面像酵素化學，

以及如何生產有用蛋白質或特殊化學物

質；而在台灣原生植物方面，像如何開發

具有保健或藥效成分的物質；另外，和發

展有機農業息息相關的微生物農藥及昆蟲

天敵利用的開發，都是發展重點。在動物

方面，像如何培養特殊細胞、組織或器

官，或藉動物生產有用藥物⋯⋯等。由於

這項研發工作投入的人力和資金都相當

大，而且必須跨學門包括醫學、理學、生

命科學及農學形成團隊，長期合作；如果

一有研發成果，就必須立即技術轉移到產

業界。政府現在已在南科成立「生技園

區」，在屏東設立「農業生技園區」，在

彰化設置「國家花卉園區」，在台南縣成

立「蘭花生物科技園區」，在嘉義成立

「香草及中草藥園區」，在宜蘭成立「海

洋生技園區」，這對農業生物科技產業的

發展一定有莫大的幫助。尤其這幾年來民

間在這方面的投資，有些已有相當好的成

果；像在雲林縣有一家以鳳梨酵素起家的

生技公司，開始從台灣特有的原生植物及

微生物抽取有用化學物質利用，不但賺相

當多的錢，而且因為是利用台灣特有生

物，所以在國際上反而有相當強的競爭

力。另外，還有幾家生技公司不但做出蔬

菜醬油，還從不少野生植物中抽取出抗癌

和防治肝炎的物質；雖然這些公司的產品

目前是用保健食品或進行臨床試驗，還沒

到醫藥級的階段，但如果政府能釋出更多

獎勵、免稅及融資措施，相信這些生物科

技未來一定能像電子資訊業一樣，先進行

研發或發展「代工」，相信生技產業會成

為台灣產業的明日之星。  

 不過就如前述，由於生物科技產業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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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學、理學、醫學及生命科學，所以研發

期間必須進行科際合作；至於在獎勵和補

助方面，必須各部會形成政策，並採跨部

會合作方式，才能事半功倍。以中草藥的

開發來說，應該不只是衛生署的任務，行

政院應形成重大國家政策方式採跨部會合

作模式，要求農委會、經濟部，甚至財政

部編列配合預算，並釋出更多租稅優惠及

獎勵措施支持。  

 台灣發展農業生物科技的重點為何？  

 1. 基因轉殖植物或動物：應把主力投

資在非直接食用，而以製造有用物質或藥

物方面為主。  

 2. 健康食品、中草藥：重點應從原生

有用植物或微生物中抽取具保健或藥效成

分之有用物質，先發展製藥業代工為主。  

 3. 發展檢驗疾病或鑑定特殊生物之試

劑及生物晶片。  

 4. 發展疫苗事業，尤其是口蹄疫、禽

流感⋯⋯等重大疾病之疫苗。  

 5. 發展環保事業，並從回收之廢棄物

中生產或製造有用物質。  

 6. 發展應用微生物：包括食品工業用

酵素、蛋白質及微生物農藥。  

 7. 發展生醫材料，並利用牲畜生產有

用細胞、組織或器官。  

 8. 發展生物高分子聚合物。  

 9. 生產無病毒種苗及魚、貝、蝦苗事

業。  

七、兩岸交流頻繁，在農產品交

易及疫病防治中如何落實把

關的工作？ 

 台灣在「口蹄疫」中，光是豬肉產業的

損失至少在二千至三千億，而且現在台灣

不但喪失豬肉外銷最大宗的日本市場，這

項產業景氣仍未復甦。SARS是人畜共通

疾病，2003年不但喪失多條寶貴人命，也

使台灣整體產業持續低迷了四個多月。最

近，禽流感入侵台灣，雖然出現的病毒是

比較弱的H5N2，但為了避免病毒發生突

變，2004年政府已撲殺了幾十萬隻雞和鴨

子，不但人心惶惶，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可

以說相當大！令人遺憾的是這些重大的疫

病都是來自中國；為什麼會來自中國？除

了人員頻頻往返接觸之外，最重要的是農

畜產品貿易及走私。所以，政府必須更加

重視動植物防檢疫工作，也要強力取締走

私及查驗經由第三地輸入的中國農畜產

品，因為這些行為不但直接影響農民生

計，也衝擊台灣的生態環境和人命！  

 農畜產品除可口、好吃、營養之外，必

須讓消費者買得放心，吃得安心；在台

灣，抗生素殘留、農藥殘毒及重金屬含量

是否過高一直是社會大眾最關切的，尤其

大家愈來愈重視食品安全；儘管農委會、

衛生署一直把關，多年來民間兩大消費團

體——消基會及主婦聯盟也一直扮演監督

的角色，但民眾還是不滿意。  

 一般說來蔬果如果有「吉園圃」標示，

肉品類有「CAS」標示，海產類有「海

宴」標示，還有有機、準有機認證標記，

消費者大可放心選購。當然這些產品可能

也難免發生問題，但大多是比較安全的。

可是中國農產品在這方面的把關比起台灣

可相差多了；從2003及2004年中國銷往日

本、歐盟的農畜產品，由於含高量抗生素

農藥殘毒及重金屬，一再遭到退貨；還

有，台灣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從金馬地區

小三通所抽檢的農產品中，有33％農藥殘

毒及重金屬含量過高的調查結果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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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政府如何因應中國對台灣農

民、農漁會招手？ 
知，中國農畜產品的確問題多多！所以，

大家只要辨認有品牌像「吉園圃」、

「CAS」、「海宴」⋯⋯，應可放心購

買；各個農漁會、合作社及物流業者也必

須自我要求農產品品質；還有，政府今後

必須強力取締農產品走私，以確保台灣農

民的權益及消費者的安全。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農民、農漁會的

招商行動並非始自「反分裂國家法」及江

陳「國共十點共識」，因為早在1990年代

以來，就有不少台商在中國利誘及懷著

「開疆闢土」的心情下，在海南、廣東、

江蘇、浙江，甚至河北、山東投資農業；

所以甭說西瓜，就是珍珠芭樂、愛文芒

果、軟枝楊桃、黑珍珠蓮霧，甚至梨、蘋

果、溫網室蔬菜，不論品種或技術，早在

十年來便陸陸續續「移植」中國了！荒謬

的是前幾年才育種成功的「益全香米」，

據稱在收穫不到三個月，種子就被有心人

帶往中華人民共和國栽種。當然，如果以

投資的角度來看，中國土地廣闊，租金、

人力都較台灣便宜，台商「在商言商」及

「冒險嘗試」無可厚非，但台商在中國投

資農業，如未能從種子、技術一直到收

穫、包裝、運輸，甚至製成加工品都操控

在自己的手中，或只有把握住前半部，而

無法掌握後半部的銷售市場，往往是一敗

塗地！  

 從口蹄疫、SARS到現在的禽流感，所

造成的經濟損失，甚至人命的威脅，我們

必須正視兩岸農產品交流所衍生的問題。像

在植物疫病方面，因農民私接走私自中國的

梨椄穗，惡名昭彰的梨木蝨已在中部山區

肆虐，因此除了正規檢疫把關之外，加強

取締走私農畜產品和活體更是當務之急，

而農民也要有檢防疫的觀念。  

 至於中國農產品如經過第三地進入台

灣，海關及動植物防檢疫局必須全力把

關；台灣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和衛生署更

應積極扮演農藥殘毒、重金屬含量及食品

安全檢驗的把關角色，並應按時公佈；而

民間的消費者團體也應協助社會大眾做好

監督工作，以防範不安全、不合格的台產

和中國農產品流入市面。  

 另外，為了防止優質的品種流入中國，

農政單位也應嚴格規範，並落實執法，甚

至「殺雞儆猴」；據稱這兩年以來，每年

至少為台灣創造三十億左右產值的「益全

香來」，在發表新種不到三個月後已流入

中國種植，未來此香米如果一旦回銷台

灣，必定會造成稻農不少的損失！所以，

我們也要奉勸農民朋友和農企業界的朋

友，務必要有「台灣優先」的心，如果要

前往中國投資農業，一定要掌握品種和生

產技術，甚至到末端的品牌及行銷策略，

否則到頭來不但自己賺不到錢，也害慘了

家鄉廣大的農民。  

 所以，在1990∼2004年間，不少在中國

投資農業較具規模的台商每一碰到問題，

包括品種、施肥、病蟲害防治、水果甜

度⋯⋯等，便焦急地返台請益，或洽請國

內的專家前往中國協助、診斷；但說實

在，這麼年來在中國投資農業而真正致富

的，的確屈指可數；耐人尋味的是有些以

外銷為導向的農業投資，卻經常在中國官

僚關關要錢、辦事態度效率差及防檢疫問

題上，屢為這些投資者平添無數不可預期

的障礙；所以，當中國再度施惠擬購買台

灣農產品及公開招商下，有意前往中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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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農業的朋友，不可不慎！  

 坦白說農業投資項目，該去中國的早就

去了！儘管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在進

口台灣農產品及鼓勵台灣農民、農漁會前

往投資的政策說得喧天價響，但別忘了執

行這項重大政策是在地方，中國一向「上

有政策，下有對策」，所以如果未能談妥

條件就貿然前往，投資風險還是相當大。

中國長久以來包括改革開放後，「三農問

題」十分嚴重（可詳見大地出版社陳桂棣

及吳春桃所著「中國農民調查」及日人山

本秀也的「您了解真正中國嗎？」有關農

業的章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到現在

都無法解決；所以也有人說中國中央表面

上說要買台灣過剩，或「高品質」農產

品，其實背後無非是希望藉著台灣的資

本、技術，「振興」中國農村，協助解決

農業生產及農民就業問題；一旦有一天台

商在中國投資農業越多，會不會像現在其

他傳統產業、電子業一樣，再祭出查稅、

政治掛帥，或倒過來傾銷農產品，倒打台

灣農民一把，誠難逆料！所以這種投資的

風險，必須考慮在內。  

 台灣農民較之於其他行業，收入的確偏

低，但政府對農民「最基本的照顧」，包

括不收地租、水租及農產品交易稅⋯⋯

等；但是在中國，儘管農民也是低收入

者，可是卻無法享受台灣農民這些基本免

租稅的待遇，更不用說還有什麼「老農津

貼」可領。這些年來，中國為了鼓勵台商

及農民組織（農漁會、產銷班、合作社）

前往中國投資，許多省份，例如廣東、福

建、海南、四川、江蘇、浙江⋯⋯，在

1994年以後曾藉各種名義，包括兩岸各項

農業會議及農產品展售會⋯⋯等，以全程

招待食宿方式大肆招商；所以熟悉內情的

人士都知道，農業投資中國，不管是栽種

各種農作物，包括果樹、蔬菜、花卉，或

投資養魚、養蝦、養鰻、養鱉，或是農畜

產品加工，包括茶葉、蜂產品、養豬、養

雞，甚至設置飼料工廠、農機、農藥公

司⋯⋯，該去的項目，幾乎全都去了！問

題是這些人在中國各地經營那麼多年，從

本業賺到錢的，又有多少人呢？中國趁

「反分裂國家法」，國際、台灣都敵寇同

讎之際，以施「小惠」方式擬開放進口台

灣農產品及鼓勵農漁會投資，企圖收攬台

灣民心，尤其是中南部農民的心，用心良

苦！但能有多大效果，令人質疑！而毫無

疑問，以國民黨在中國請君入甕下簽下如

此所謂共識，不過是中國一貫「聯合次要

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花招，所以如果

我們的農業團體負責人或擬前往投資的農

民或台商不好好評估，也不擬出周全配套

措施——「從種子、種苗→生產、栽培技

術、病蟲害防治→產品包銷、行銷」都掌

握在手中，還是會鎩羽而歸！另外，在投

資決策上如非去不可，則策略上是否考慮

只單純出口台灣農產品，甚至只鼓勵在當

地收購、行銷，不再作生產投資；政府或

政黨在此時機應邀集相關單位及學者專家

研商；至於中國擬進口台灣農產品，只要

有利可圖，現階段對農民有幫助，在商言

商，並無不可，甚至不妨順水推舟，況且

政府在推銷「旗艦農產品」時，也一直鎖

定中國市場；但農民朋友、農民團體必須

瞭解，中國市場只是台灣農產品外銷的一

部分，不能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

子裡！  

 當然，農業投資中國和農業投資其他國

家一樣，可能也會有成功的機會，但除了

前述的自我掌握外，必須考慮到的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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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周邊器材的購買及各種配合措施，因

為在中國畢竟沒有台灣這麼方便，也沒那

麼有保障；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現

階段在政策照顧上也許會有，但地方官僚

及政治障礙因素可能會超乎大家想像，是

否前往投資，務必三思！再說農產品外銷

中國的通關，所牽扯到的檢疫、檢驗問

題、兩岸互惠及相互尊重問題，這些都涉

及公權力，純民間或政治團體出面是無法

解決的。像2005年7月間台灣農產品登陸

「商展」，馬上碰了個大釘子，被扣在海

關，一直到展覽快結束才在中國中央政治

壓力下放行，不但展不成也賣不出去，這

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嗎？  

 這十年來，政府對中國農業投資幾乎是

「禁止」和所謂「負面表列」式，但事實

上不但禁不了，短短十來年也幾乎把所有

台灣優良農作物品種、農業科技免付費移

往中國；農民、台商在中國投資農業被

坑，也和其他傳統產業、電子資訊業一

樣，莫不忍氣吞聲；即使有人賺了點小

錢，也無不忍辱偷生，逆來順受，處境堪

憐！可是既然已下了投資，想撤又撤不

了，又何奈？誰叫自己當初信以為中國

「地大物博」、「人工便宜」，又有不少

優惠政策（例如把溫室蓋好以超低價出租

台商種植蘭花或溫室作物），以為撿到大

便宜！   

 因此，在中國再次高分貝公開向農民、

農漁會招手之際，政府應召開產官學會

議，開誠布公邀請這些興沖沖的朋友和團

體，也邀請投資中國農業的台商座談，分

析正面及負面的利弊得失，讓已投資者或

擬前往投資的朋友及團體自行評估；如中

國真的有意購買台灣農產品，也不妨以在

商言商的角度協助農民及農民團體。但更

重要的是行政院及農委會決策人士應破釜

沈舟，祭出更優惠的方式鼓勵農民、農

（漁）會、農企業根留台灣；一方面重新

檢討休耕政策，另一方面協調釋出公有土

地（例如台糖土地、被凍結土地），檢討

法規，成立「馬上辦」中心，獎勵發展類

似荷蘭之設施農業、有機農業，生產安全

優質農產品，以台灣為名，行銷國內及國

際。至於農產品加工及農業生物科技，也

應比照電子資訊業，訂定獎勵及免稅制

度，甚至也做好溫網室，低價租給農民、

農企業，吸引農民、農漁會、合作社、產

銷班及企業在台灣投資農業。而農委會在

升格為農業部後更應要有更積極的作為，

把龐大的農業研究、推廣機構進行全面革

新，化身為產業育成及推廣服務中心，諮

詢及行銷中心，相信以台灣熱帶農業成

果，應不難再為台灣農業創造第二春。也

就是說面對中國對台灣農民、農漁會、農

企業界的招手、施小惠之際，行政院及農

委會決策官員必須要有更積極、更大格局

及破釜沈舟的對應做法，一昧的「禁

止」、「威嚇」，或說中國又耍「陰

謀」、「又是統戰手法」是救不了農民，

也救不了台灣的農業！  

九、讓台灣成為世界熱帶農業人

才的培訓和研發中心 

 本土化和國際化其實相互並不衝突的，

過去幾年來政府在推行本土化雖然不遺餘

力，但在教科書的改革上卻仍有相當大的

努力空間；未來幾年如何落實以台灣特色

為主體的教育方針是不少關心台灣教育改

革朋友們所關注的。在全球化、國際化，

尤其是WTO之後，教育文化事業一樣必

須和國際接軌和國際競爭；是故，英語化

46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1期／2005.09.30 



推動新世紀台灣農業及國際化  

 

教學及如何吸引外國學生來台求學、進修

也成為各公私立大學努力的目標。令人欣

慰的是教育部現在已把這項政策當做政府

重要施政。  

 在台灣，目前雖然沒有任何一所大學是

純英語教學的，但卻有不少大學中，有部

分系所，或某些類科是以英語教學；以農

科為例，屏東科技大學的「熱帶農業研究

所」便是以台灣熱帶農業為特色，在數年

前便在外交部國合會、教育部和農委會的

贊助下，以邦交國和國內學生各半的方式

在該校招收博、碩士班學生，培訓台灣見

長的熱帶農業人才；比較可惜的是由於名

額有限，而且外籍生限制為邦交國，因此

雖然有不少非邦交國學生想來台灣留學農

業，卻因名額及非英文授課而向隅。繼屏

科大之後，在外交部國合會的贊助下，海

洋大學正招收外國籍海洋專業碩士班；另

外，台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也辦了幾

期短期的國際農業人才培訓班，這些做法

和成果都深受肯定。  

 記得在張俊雄先生擔任行政院院長、陳

希煌教授擔任農委會主任委員時期，台灣

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雖曾提出「國際農

業研究中心」的計畫，希望擴大屏東科技

大學熱帶農業研究所的規模，聯合台灣大

學生農學院、中興大學自然資源暨農學院

及農業試驗所合辦外國學生修習台灣農業

的博、碩士班課程，可惜在張前院長及陳

前主委相繼去職之後，此案胎死腹中。因

為如果能以台灣現有的農業研究成果培訓

邦交及非邦交國的農業人才，一則可以輸

出台灣農業經驗，再則也有機會把台灣的

農業成果帶向國際投資。以屏東科技大學

熱帶農業研究所為例，短短數年，前來進

修的友邦國家人士，返國後已有多位榮膺

部長或副部長級的高官。當政府正擬打造

台灣農產品品牌行銷國際之際，如能結合

大學和農業研究及推廣機構，積極吸引外

國留學生來台灣修習農業，然後做好配套

措施，有計畫地鼓勵農企業界及農民團體

進行移民投資，不但能再造台灣農業第二

春，未來台灣移民到紐西蘭、澳洲、中南

美洲、非洲、東南亞⋯⋯，可能不會只當

不事生產的寓公了！如果再配合農技團，

也把台灣的種苗、肥料、農藥、農機及農

產品加工等產業帶出去，利己利人，不也

是為台灣拚經濟？! 

 台灣各大學農學院和農業研究單位，現

在也有不少退休的「國寶級」農業人才，

他們身體還相當健康，技術、經驗也相當

豐富，如果這些專家有一天能帶著農科畢

業的博士後及替代役青年在這些有投資農

業、有移民經營農場、加工廠的國家巡迴

諮詢輔導時，誰敢再說台灣的農業是低產

值的產業？誰敢說農業是政府的負擔？  

十、如何開展農業跨國投資？ 

 台灣農業之發展，由1950年代之溫飽

期，歷經 1960∼ 1980年代農業之蓬勃發

展，並有優質農產品外銷，「以農業支持

工業」，以農業技術援外，開拓及鞏固外

交，足見台灣農業在台灣政經發展過程

中，不但解決國人糧食問題，提供就業機

會，在穩定社會秩序，在奠定工商業發展

基礎及協助外交上，無不扮演舉足輕重的

角色。  

 然而隨著2002年1月，我國加入WTO組

織之後，由於外國農產品大量輸入，台灣

農業已面臨相當大的衝擊；而在此之前，

亦由於兩岸交流頻繁，有不少農民和農企

業界在中國投資各項農業生產之失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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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和過去「農耕隊」、「農技團」援助

友邦過程中未能將國內農企產業——例如

種苗事業、肥料、農藥、農機、設施產

業⋯⋯帶出去投資之經驗；以及不少台商

在移民國發展農業投資，都不甚成功的種

種事實，農業科技成就在國際上斐譽已久

的台灣，政府未來在政策及輔導層面如何

協助散落各地台商，及亟思在國際間發展

農業跨國投資之農民和農企業，已然成為

目前當務之急的問題，尤其中華人民共和

國在訂定「反分裂國家法」後，向台灣中

南部農民、農民團體招手之際，如何進行

農業跨國投資又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  

 長期以來我國在推動國際農業合作層面

主要是由外交部協同農委會等相關部會進

行；其中最為國際人士所稱道的是「農耕

隊」和「農技團」的成就。然而如何將

「農耕隊」、「農技團」由往昔之服務和

協助友邦層面，發展至更積極地協助當地

移民、台商和國內傑出農民團體、農企業

進行農業移民，或作農業跨國投資，首要

工作是政府必須把跨國農業投資變成各相

關部會施政的政策，也就是說應統合外交

部、農委會、僑委會及教育部⋯⋯等部

會，把跨國農業投資納入各部會年度施政

計畫之中，如此才有預算編列及足夠人才

去執行，也才不會流於空談。以下謹就跨

國農業投資之短、中、長程目標和原則提

出看法：  

（一）短程目標及原則 

 1. 外交部、僑委會、農委會及教育部

應就目前有台灣移民之國家中，包括邦交

國（例如薩爾瓦多、巴拉圭、巴拿馬、布

吉納法索⋯⋯）及非邦交國（例如美、

加、紐、澳、印尼、越南、泰國、菲律

賓⋯⋯）中，有進行農業投資之移民進行

普查，並建立清冊；同時組織「農業跨國

投資諮詢顧問團」（可由農委會指定國合

處或農委會所屬之「國際土地政策研究中

心」每年以計畫方式依不同區域——東南

亞、中南美⋯⋯，聘請大學及研究單位退

休農科教授、農技人員，配合博士後及替

代役組成此顧問團），有效輔導移民國台

商，協助指導——包括生產技術、種子、

種苗、產銷及資金貸款⋯⋯等技術性問

題，全力協助移民在當地發展農業生產或

加工事業。  

 2. 將跨國農業投資納入外交部（國合

會）、僑委會、農委會及教育部之年度預

算中，並指派科、處或組級主管負責輔導

移民、農民團體，或農企公司進行跨國農

業投資。  

 3. 短程內可就中南美洲、非洲、東南

亞各擇定一個國家，例如薩爾瓦多、巴拉

圭、布吉納法索、泰國（或越南），由外

交部出面和當地政府協商取得大面積土

地，規劃農墾公司或農產品加工公司，並

由農委會、僑委會輔導當地移民或台灣農

民團體、農企業、農墾公司前往這些國家

進行跨國農業投資。  

 4. 外交部及經濟部國貿局主辦，農委

會、僑委會及教育部協辦每年在上述國家

舉辦「台灣農產品展售會」，進行移民國

農產品之國內外促銷；並配合此展售會，

在當地舉辦學術或農業科技研討會，協助

當地移民、農企業及農墾公司。同時也趁

此期間將台灣農業科技成果，台灣具有品

牌之農產品、種子、農藥、肥料、農業設

施產業輸出。  

 5. 政策鼓勵擬返國服兵役之小留學生

及國內農業科系畢業生（學士、碩士、博

士）服外交國防役，協助在當地發展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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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台灣農業科技研發成果行銷全世

界，創造至少三十種無病毒種苗、魚蝦貝

苗，及十種類似紐西蘭奇異果之農產品和

農業生物科技產品之世界性品牌。  

之移民或跨國農業投資公司各項服務。  

（二）中程目標及原則 

 1. 加強各部會跨國農業投資，持續寬

編輔導或獎勵（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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