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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农业产业对接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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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提出为背景，分析了福建在承接台湾农业产业转移中的现状和存在的

问题，提出了发展的思路，即通过与台湾农业科技和农村制度的对接，提升福建农业作业规模，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实现闽台资源的有效整合，并对该思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加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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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曾以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等五大优势一度吸引了大量台资。但从 20
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外商对大陆投资环境的逐步熟悉，福建原来的优势因素在台商、侨商投资
布局的考虑中进一步淡化。近年，台湾一些权威调研公司曾对大陆理想投资区域进行调查，福建省没

有 1座城市被列入前 10名。从早期的投资热土到被列为“不考虑投资地”，福建感到了越来越多的失
落。近日，从《福建省促进台湾同胞投资条例》中获悉，在台资不断向大陆转移过程中，环渤海经济

圈是“新增长”，长三角是“高速增长”，珠三角是“稳定增长”，而福建则正被边缘化。显然面对近年

福建省吸引台资增速减慢，并出现下滑势头，正加紧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福建已经意识到自身正面

临被台商投资边缘化的危机。回顾进入大陆的 3类外来资金（港资、台资和真正的外资）的投资分布：
改革初期，港资最为强势，占到实际外资的 60%左右，而投在“珠三角”的资金又占到港资总额的 70%，
“珠三角”由此遥遥领先；此后，日本、欧美外资大量进入，这时恰逢“长三角”开始崛起；而福建

在三通问题迟迟未能解决，自身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环境相对落后的大背景下，无奈错失了前两轮的

引资热潮。然而，国家“十一五”规划对“海峡西岸经济区”构想的支持和首肯为福建创造了新机遇，

台湾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则又让福建看到了与长三角、珠三角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新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的招商引资必须和自身的优势特点相结合，对于台资的利用也不能例外。为

此《福建省促进台湾同胞投资条例》特地提出福建的独特优势就是闽台农业合作，农业是闽台合作的

重点和特色；在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规划中，也同样把“求两岸农业全面合作”放在了醒目位置；

目前国务院又把福建整个省升格为对台农业试验区，这无疑为福建在农业领域吸引台资创造了有利的

环境，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福建在吸引农业台资的独特优势。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基础在农业，

重点在农业，难点在农业，潜力也在农业。 

一、闽台农业产业对接现状分析 

自 1981年第 1家注册的台资农业企业在福建省漳州落户到 2006年 6月底，福建累计批办农业台
资项目 1 903个，合同利用台资 23.4亿美元，实际到资 13.3亿美元，分别约占全国农业利用台资项目 

数和实际到资额的 37%和 33%，在祖国大陆各省市中位居第 1。福建累计引进台湾农业良种 2 500多
个，有 150多个良种得到规模化的推广和应用，福建已经成为大陆最大的对台良种引进繁育基地。 

据福建省农业部门的官员介绍，目前闽台农业合作领域已经从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第

一产业向农产品加工以及旅游休闲等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从单项引进合作向贸工农一体化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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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配套方面综合拓展。目前，在福建农业利用台资项目中，种植业占 29.9%，养殖业占 18.3%，农
产品加工业占 47.7%，其他占 4.1%。福建累计从台湾引进农产品生产、加工设备 5 000多台套，栽培、
养殖和加工先进实用技术 800多项。台湾农业知名企业如台糖、兴农、农友、天福等公司已纷纷落户
福建。例如原先大陆鳗鱼养殖业几乎是空白，自 80年代引进台资后产业迅猛发展，在短短的 10几年
间，养殖、加工和出口的业绩均在世界前列，在世界加工鳗市场上，大陆的烤鳗出口量占到了世界贸

易总量的 80%左右；再如茶叶产业方面，仅在福建投资的台资企业就有 40 多家，注入资金超亿美元,
台商带来的制茶技术和设备丰富了福建茶叶的花色品种,目前福建的茶叶产量已居全国第一；龙海的冬
季蔬菜生产，依靠 14家台商企业，龙海冬种蔬菜 30多万亩，实现了蔬菜生产的产业化。 

可以看到闽台两地的农业合作正在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在两岸农业合作共赢的道路上，却

并非一帆风顺，我们在此次调研走访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大体可以归纳如下： 
一是台商投资项目大多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且总量不大,单项投资额也比较小。目前来闽投资

的台资项目大多数为种植、养殖企业；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项目比较少，台湾岛内的高、精、尖农业

都还没有向外转移，例如旅游休闲观光农业、种苗业、以及与农业配套的检验检疫技术等项目还没有

在福建境内落地。 
二是台资企业与当地农民利益分配问题。福建虽然给台资农业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

有关台资农业企业分担当地农民的生产与市场风险责任、利润分配都没有健全的解决机制加以保障，

尤其是在城乡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阶段，一定程度阻碍了两地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三是盲目、重复引种，消化吸收能力不足。1999 年，福建建阳麻沙镇引进的 19 公顷台湾番木瓜

冻死以及连江农民引进 8 000多株台湾大青枣、金皇芒果、杨桃等种苗冻害事件，其根本原因就是盲
目引种，缺乏可行性论证，引种工作存在消化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目前引种台湾品种主要是通过民

间渠道，种苗没有接受官方的检验检疫，容易造成病虫害的传播和种子变异。 
四是福建农产品出口壁垒问题。福建农产品出口面临世界各国的绿色贸易壁垒、卫生检验检疫的

阻碍，容易增加台湾同类产业转移的顾虑。 

二、闽台农业对接新思路 

回顾过去，可以看到台资一直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抉择中徘徊，福建应该利用建设海峡西岸

经济区的机遇，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应接台湾岛内资本的逐利心态，不断地深化挖掘，真正做到从微观

个体吸引台资，又让各个台资项目能够真正的服务于海西建设的大局，实现从单纯的农业品种、技术、

资金引入走向农业产业的引入，改变现在引资分散、一哄而上、招商没有特色、布局雷同的现状，改

变引进后不能真正的消化、吸收、创新的局面。基于在调研中发现的上述问题，笔者大胆的提出以下

对接思路。 
（一）推广可持续发展的闽台农业合作模式 

推动闽台农业企业大力引进台湾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建立先进的农业企业工业生产模式，为农民

进行专项培训，进一步转移福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发挥台资农业的示范外溢效应，解决当地农民和

台商的利益分配问题，提高福建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单位土地的劳动生产效率，为福建的农业规模

化、现代化、特色化打下基础。如“天福”茶叶集团在漳州包山圈地建立茶叶生产基地，就地加工、

销售，并设立天福茶学院培养茶学专业人才，建立茶博园用于休闲观光，不仅带动了产业发展，增加

了当地农民收入，而且使“天福”茶叶集团在福建获得了成长的第二春。 
（二）借鉴台湾农村管理思路与发展模式，设立台湾村示范点 

福建可发挥“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优势，在沿海地区选择 1~2个自然村，设立
台湾村。通过借鉴台湾农村发展与管理模式，改革土地产权制度，引进台湾农业企业。 
（三）有的放矢引进台湾农业资金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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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利益的角度有选择性地引进台湾农业资金与技术，引进台湾农业须经相 

关发展规划部门核实、考量，评估其对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能盲目地只要是台资农业就

一味引进。本地企业还应明确自身生产技术体系和产品特点，根据国际最先进的农业品生产标准，化

整为零的从台湾引进相应的技术与设备，再加以整合、消化与吸收，达到提升本地农业企业产品科技

含量的目的。不能停留在传统劳动密集型项目上，应多引进台湾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特别是农业高新

技术，积极引进台湾农产品卫生加工、检疫检验、包装装潢等方面的技术与经验。 
（四）建立闽台现代农业物流网络 

台湾农产品的运销网络建立比较早，比较成熟，尤其在农产品的批发市场建设上，已具有良好的

集货、交易、价格调控、结算、信息服务、品质检验能力。而福建农产运销物流网络及配套起步较晚，

规模小，影响力不够，市场效益难以发挥。福建可以借鉴台湾建立农产品运销网络的具体做法与经验，

结合实际情况，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构建闽台区域合作的农产品运销网络。 
（五）协调各类对台农业合作园区功能作用 

福建共设置了 6类对台农业合作园区，其中既有中央批准的国家级农业合作试验区，也有地方市
（县）设置的对台农业园，虽然各有一定的特色，但是功能作用基本雷同，在引资过程中容易形成过

度竞争局面，难以显现自身的规模和特色。可以借助建设海西经济区的机遇，实现各地对台农业合作

园区功能与作用的协调，如在厦门建立良种培育基地，在漳州设立试种推广基地；漳厦联合建立“对台
农产品自由贸易区”等。切实把目前设置的 6类对台农业合作园区建设成为既分工又协作，既成规模又
具明显区域特色的台湾良种引进、筛选、繁育、示范窗口和台湾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三、闽台农业对接新思路的可行性 

无论从合作模式的创新，合作领域的拓展，资金技术的有效引进，还是相关配套体系建立等各个

方面，我们都能找到其理论和现实的可行基础。 
（一）理论上的可行性 

产业梯度转移是指一些产业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过程。按其涉及的范围

不同可以分为国际产业转移、区际产业转移、城乡产业转移 3种，总之这一理论告诉我们由于产业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二元结构即区域间的梯度差异使产业转移成为可能，其实质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产业

结构的升级换代。通过区域间产业转移,存在技术经济水平梯度差异的两个地区按互补性原则,将一个
地区内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往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这样，既可摆脱包袱，充分利用沉淀资金,获得
比较利益，又可为本地区发展其他优势产业提供有效空间,推动产业升级。其最终结果是使各区域的产
业类型和水平与自身的资源禀赋、要素价格和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相适应。 

表 1  2004年闽台农业传统生产要素比较 

地区 
 

土地总
面积 

(万公顷) 

耕地总面积
（万公顷） 

总人口
（万人）

农业人口 
（万人） 

农业人口
占总人口
比重（%）

全社会劳
动力 

（万人）

农业劳动
力 

（万人） 

农业劳动力
占全社会劳
动力比重
（%）

福建 1 214 114.08 3 349.66 2 354.71 70.3 1 814.03 728.89 40.18 
台湾 360 83.55 2 261.53 340.39 15.11 978.6 64.2 6.56 
注：资料来源《福建统计年鉴 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年 9 月版；《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 2004—农村
篇》，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 8 月版；《台湾农业统计要览 2004》。 

 
目前福建和台湾农业同样面临着转型升级换代的问题，但两者所处的阶段不同，农业发展在传统

要素和现代要素等资源禀赋上以及资源配置效率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两地进行产业转移

的现实基础。台湾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就已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在此过程中积累了资本、技术、 

市场、营销等现代生产要素，城乡差距并不明显。但与此同时，台湾受土地资源、生态环境、劳动力 

短缺等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限制，风险的承受力越来越小，农业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因此致力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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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高新技术为中心的新兴农业和精致农业，需要转移传统的种植业和加工业。而福建却正处于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资本、技术、市场、行销等现代生产要素比较缺乏，城乡二元体制导

致差距明显，与此相对应的的初级农业资源比较丰富（表 1），但受体制和技术的制约投入产出率和成
果转化率很低，正好迎合了台湾此类产业转移的契机。两者结合一方面降低了台湾农业生产的成本， 

拓展了其劣势产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福建农业的现代化、规模化、特色化进程。 

（二）现实的基础 

1. 台湾农业发展面临外移的困境 

台湾农业虽然在上世纪 80年代获得了长足进步，对台湾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 90年代
以来，一方面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台风、地震等给农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如

1999年“9．12大地震”，据估计使当年农业损失 17.5亿元新台币；1997年爆发的猪口蹄疫给养猪业
以致命打击，使畜牧业在大农业中的比重一下子失去了 7 个百分点②；近年台风的侵袭更加频繁，也

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另外环境污染对有限的农业资源的影响和破坏更是与日俱增，全台湾 48
条河流中，因工业“三废”和农业化肥污染，造成 2万多公里的河道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台湾彰化、
桃园、台中、云林等县市既是重要的农业区又是农业污染的重灾区。在 2002年世界经济论坛主持的“环
境指数”评比中，在 143个国家和地区中台湾列 119位；另一方面，台湾当局的农业政策不断更迭，
不断放宽农地释出比例，使农地资源不断减少，对本已弱势的农业也是致命一击；再次，台湾农业出

口国际市场的空间受到挤压，一是因为台湾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产品市场进一步开放，22项管制进口
水果放开，16项农产品进口取消了地域限制，进口关税率平均降低 12%，据台湾方面估计，因此导致
11.5万公顷农地转作他用，入世第 1年农业就业率就下降 9.65%。此后 2年农业就业率分别衰退 5.94%
和 6.64%，农地和就业人口的减少导致农业生产总值从入世第 1年的 3 637.9亿元下降到 3 504.7亿元，
减少 133 亿元，由此导致的出口下降 4%；目前，台湾农产品出口市场主要为日本、香港和美国，占
出口总值的 70%。但受到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约束，出口形势十分严峻；最后，台湾农业也面临
着结构调整的局面，自第 1次从传统农业向种植多样化的调整到向第 2次畜牧业和水产业发展再到现
在的种苗、花卉、水果、竹子和观光农业的发展，前 2次调整都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而第 3次调整却遭遇市场需求有限、利润空间小的尴尬局面而陷入困境，因此急需拓
展外部广阔空间。 

2. 闽台农业发展的相似性 

表 2  2004年闽台农业产值构成比较 

地区 种植业产
值绝对值 

占农业产值
比重% 

林业产值
绝对值 

占农业产
值比重%

牧业产值
绝对值 

占农业产
值比重%

渔业产值
绝对值 

占农业产
值比重%

福建 529.80 40.22 90.23 6.85 295.73 22.45 401.51 30 .48 
台湾 405.75 41.99 1.35 0.14 312.5 32.34 246.79 25.54 
注：资料来源《福建统计年鉴 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年 9 月版；《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 2004—农村篇》，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 8 月版；《台湾农业统计要览 2004》。 

 
一方面闽台在自然地理环境上与台湾有着天然的相似，同属亚热带区，气候温和，农业作物种类

大同小异，如农业作物均以水稻、甘薯、花生、甘蔗、茶叶、香蕉、菠萝、龙眼、荔枝等为主，栽种

技术、耕作制度基本相同，农业产业构成比例也极其相似（表 2），台湾农业移植到福建不存在气候、
技术和制度的制约，这也是闽台农业合作的最大优势；另一方面现在福建农业也面临着台湾农业在

1970~1990年代阶段所存在的问题，上个世纪 70年代台湾由于工业化进程加快，政策比较倾向于扶植
工业，农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传统技术，农产品市场需求弹性小，造成农业发展的急骤萎缩，城乡收

入差距问题突出。90年代初台湾重新加强了农业发展措施，提出了“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 
 
 

                                                        
②资料来源：福建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闽台产业对接研究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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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政策，推动农村向生产企业化、生活现代化和生态自然化发展，开始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而福 

建现在有着建设海峡西岸经济的机遇，并把农业摆上了重要发展位置。 
3. 闽台农业产业合作的互补性 

我们从土地、劳动、资本、技术 4个方面生产要素加以考量（表 2）。第一，从土地来看，福建总
的土地面积是台湾 3 倍，耕地面积是台湾的 1.5 倍，说明福建土地广阔，适宜规模开发；农村人均耕
地面积福建 0.16公顷，台湾是 1.3公顷，是福建的 8倍，说明福建需要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
转移，农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第二，从农业劳动力资源看，2004 年福建的农业劳动力是 728.89 万
人，农业劳动力资源丰富。另外，农业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主要由政府所设的农业科研机构完成，由于

体制与机制的原因，科研成果没有被农民所掌握与利用，没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台湾 2004年农业
劳动力是 64.2万人，但台湾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高，整体技术水平高于福建，这又是两者可互补之处。
第三，从农业人均资本拥有量看，2004年福建为 129.06元人民币/人，台湾为 5 242.58元新台币/人③，

两者差距较大，台湾资本的进入可以弥补这部分缺口，同时福建劳动的相对廉价可以使投入的边际收

益远远大于其边际成本；最后，从两者的劳动生产率来看(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人口)，福建 2004 年为
18 072.41元/人④，台湾 2004年为 282 671元新台币/人，两者差距较大。 

4. 福建对台农业的优惠措施 

为促进两岸农业对接，2005 年初，福建分别在福清市和漳浦县设立“台湾农民创业园”，同年 7
月 9日，经中央同意，国务院台办、商务部、农业部批准将福州、漳州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扩大
到福建全省，设立海峡两岸（福建）农业合作试验区，同时还建立了海峡两岸（三明）现代林业合作

试验区，在全国均是首例。2006年 5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又制定出台了《海峡两岸（福建）农业合作
试验区发展规划》和《关于鼓励和支持海峡两岸（福建）农业合作试验区建设的暂行规定》，进一步加

强两岸农业合作交流，推进试验区建设。福建已经成为大陆最大的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 

四、结语 

入世以来，海峡两岸在国际上面临的竞争更为严峻：美国由于贸易赤字要求别国市场进一步开放；

欧盟（EU）也在推动共同农业政策（GAP）改革，对农产品价格支持大幅削减；日本、韩国对于农产
品进口纷纷制定苛刻的检验检疫和绿色标准；第三世界国家对我们原有出口市场分额的抢夺。与此同

时，海峡西岸经济区正在崛起，对台水果进口零关税政策正在实施，可谓机遇与竞争并存，两岸互惠

互补及合作的要求也就更加迫切。福建作为对台农业合作前沿阵地，正可借助台湾 50年的宝贵经验与
先进技术，提升自身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从根本上解决福建的三农问题；台湾作为“五缘”、“六求”

的直接受益者，也可以借助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机遇，拓展自身农业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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