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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龍：發展優質農業 強化國際行銷 全球農業自由化競爭激烈 農委會籌設五個生技園區及國家農研

院 選定蝴蝶蘭、芒果、烏龍茶、台灣鯛增加出口 

中國時報    A12/專題           2005/05/02 

紀錄整理：陳炎生  

主　　題：加入ＷＴＯ以來台灣農業之挑戰與發展對策 

時　　間：四月廿七日下午二時 

地　　點：農委會畜產試驗所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承辦單位：中興大學  

前言： 

　　經濟全球化的態勢越來越明顯，台灣加入ＷＴＯ三年來，面臨全球競爭之壓力也越來越大，對我

國以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業生產模式帶來很大的衝擊，也對台灣農業的生存與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農委會為因應經濟全球化之競爭，在台灣地區北中南召開「加入ＷＴＯ以來台灣農業之挑戰與發展

對策」座談會，邀請產官學研商因應對策，提高產業競爭力。  

李金龍（農委會主任委員）： 

　　台灣加入ＷＴＯ三年來，國內農業遭受衝擊未如預期大，去年農業產值甚至成長約五．四％，可

說已通過第一關考驗，不過，隨著國際競爭激烈及自由化幅度加大，未來勢必面臨更嚴峻之挑戰。農

委會積極推動發展優質、安全、休閒、生態等多元農業，今年尤以「安全農業」為施政重點，以提高

農業國際競爭力。加入ＷＴＯ三年來，台灣農業產值小幅增加，農業人口雖然減少，但農業勞動生產

力明顯提升，九十三年農業生產總值為三七七一億元，較上年增加五．四％，較加入ＷＴＯ前之九十

年亦增加約七％，整體而言，市場影響未如預期大。我一再要求農委會各處、署、局人員應該走出辦

公室，上山下海傾聽農民的心聲，實地了解農業發展所面臨的問題，謀求對策解決，才能提高台灣農

業之競爭力。對外應加強具競爭力農產品之出口，對內建立以市場為主軸、以消費為導向產業價值鏈

，以創新研發為發展動力，展現產業競爭力。  

廖安定（農委會企劃處處長）： 

　　以「全球化下台灣農業之挑戰與發展策略」提出專題報告：面對全球農業自由化競爭壓力，農業

必須轉型升級，將推動五個農業生物技術園區，並將成立國家農業研究院，將台灣優質農產品推向國

際舞台。為加強國際行銷，已選定蝴蝶蘭、芒果、烏龍茶、台灣鯛等四項旗鑑產品，規畫專業行銷模

式，建立以外銷為導向之產品供應鏈以增加出口，並於日本、香港設置台灣精品農產品展售據點。在

加強農業科技創新研發方面，九十三年育成水稻、馬鈴薯、荔枝及唐菖蒲等優良農作物新品種共廿四

項，技術轉移案共五十一件，推動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一四三項，並研擬完成國家農業研究院設置

條例草案，成立籌備推動小組，將整合農委會所屬農、林、水、畜等九個試驗研究機關人力與資源，

轉型為國家級農業研究院，以提升研發效率，做為促進農業升級轉型的後盾。台灣農業雖然在經貿自

由化的浪潮中站穩腳步，但仍有諸多挑戰有待克服，九十四年起豬腹肉、雞肉等畜產品全面開放自由

進口，農委會將積極運用先期產業結構調整與產銷輔導計畫引導生產，並規畫九十四年度整體產銷政

策，同時加強整合推動水旱田利用後續調整、農產品衛生品質執行計畫、國際行銷方案等跨產業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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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計畫，以促進農業永續發展，維護農民權益。  

林啟淵（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教授）： 

　　未來發展國內農業應以加強拓展具台灣特色農產品的外銷，以及它所具有的本土優勢來鞏固國內

市場為兩大重點，再則一定要鼓勵研發新產品、加強農產品新鮮度及提升農產品衛生水準，從掌握國

際環境，發展生產面、生態面及生活面等農業三大弁遄C  

段兆麟（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系教授）： 

　　農產品需具獨特性及價值感，才能獲得消費者青睞，企業打贏的策略是低成本擴大市場占有率，

再則就是產品差異化，包括創新性產品策略及高品質產品策略。如欲落實安全農業，政府與農場經營

應相輔相成，如政府切實執行無毒農產、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加強農藥及動物用藥品管等，而農業

經營者務必遵守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及安全農業相關法令，採取「綠色行銷」策略及「體驗行銷」策

略，建立安全健康的品牌形象。  

陳淑恩（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系教授）： 

　　農產品國際行銷必須主動去分析國際市場的需求狀況，分析競爭國家的競爭力，依據我國農產品

之競爭力擬定策略，建立強而專業的國際行銷供應鏈體系，積極主動拓展農產品國際市場。台灣農產

品之競爭劣勢包括生產成本高、缺乏國際行銷為導向之供應鏈及國際行銷專業人才，但台灣生產技術

好，農產品質高又具獨特性，在行銷上可以成左漸H差異化策略在國際市場上取勝。  

蔡順得（屏縣南州鄉果樹產銷第一班班長）： 

　　政府拓展外銷市場固然重要，但若無穩定供果貨源將徒勞無央A如屏東蓮霧價格看俏在外銷市場一

枝獨秀，但今年結果期因天氣寒冷蓮霧出現嚴重裂果，讓果農只有無奈的望著外銷訂單興嘆，政府應

輔導農民成立外銷供果園區，配合外銷調整果樹產期，以免辛苦拓展外銷市場，卻未獲實際成效。

施啟賢（中華民國養鹿協會常務理事）問： 

　　過去低成本的農畜產品已無法在國際競爭，如何創造高附加價值的加工產品，如鹿茸、人參研發

為生技保健食品，透過農政單位與業者合作研發，再利用國際通路外銷以及舉辦產官學會議，這樣才

能因應衝擊，對此不知農委會有何實際做法？

黃子彬（農委會國際處長）答： 

　　農委會協助農畜產品推向國際市場責無旁貸，而如何行銷相當重要，去年台灣農產品出現在日本

東京車廂廣告相當成央A至少有數十萬人看過；華航機翼彩繪蝴蝶蘭，於各國升降國際行銷效果更大，

未來將加強這項工作。  

陳幸浩（農委會畜牧處長）答： 

　　關於研發附加價值高的加工農畜產 品，本處很樂意跟國際處合作，先從免稅商店配合開發和行銷

。國產鹿茸產值雖不高，價格卻比外國多出好幾倍，附加價值很高，在國際上有其競爭力，因此召開

產官學研討會也有必要。  

陳淑恩（屏科大農企管系教授）問： 

　　近年來台灣休閒咖啡相當盛行，古坑、屏東、台東到處都有，但台灣咖啡大都從國外進口，到底

這項發展規模是否可行？未來一直膨漲會否出現問題？農委會是否應有一套規範預先防範？  

黃有才（農委會農糧署長）答： 

　　目前咖啡產業仍以工資便宜的中南美洲、印尼等地為主，這種單獨性經濟作物，較無國際競爭力

，惟台灣結合生態和休閒，庭園咖啡到處林立，針對這項休閒產業未來發展和走向，農委會將會深入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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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明哲（農委會畜產所遺傳育種組長）問： 

　　我國優質農產品要拓展外銷，需要具有國際化的人才協助，我建議上級應擴編經費，定期舉辦相

關訓練活動，全力蒐集拓展外銷相關資料，提升台灣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佔有率。  

陳幸浩（農委會畜牧處長）答： 

　　為促銷農產品，國際貿易人才的培養，以及出國經費預算不能少，由於經費不足，目前培訓工作

綁手綁腳很難推展，必須編列專案預算才行。  

溫秀嬌（農委會畜試所會計主任）問： 

　　台灣農民創造農業奇蹟，很值得留下記錄做見證，我發現自民國卅四年到六十五年，在這卅年間

的農業記錄很不完整，卻是台灣農業史精華部分，建議農委會編列預算，由作家深入民間進行「口述

歷史」採訪出書。  

戴振耀（農委會副主委）答： 

　　這個構想不錯，農委會將研討其可行性。  

施啟賢（中華民國養鹿協會常務理事）問： 

　　最近本會有意前往韓國觀摩鹿茸生意情形，農委會卻沒有相關的經費補助和行銷費用，必須自掏

腰包才能成行，這不太合理。  

黃子彬（農委會國際處長）答： 

　　農畜行銷團體到國外辦活動可補助，但旅費無法補助，連農委會行政人員出國也一樣，本會將再

積極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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