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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試驗研究機構與民間現有

的農業研發能力傲視全球，有目共睹。

然而，睜如何將這些點滴的成功案例串

連成面，讓這些優質農產品能真正成為

生產主流，以達到磨濟規模，進而促成

農業的轉型與結構調整，將是台灣農業

面臨的首睜挑戰！

隨著經濟發展與內外環境的變遷，

綠色矰命的時代已經過去，而台灣農業

產值占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 的比重也逐年下芷，但

基於糧食安全、國土涵養、社會經濟及

政情等考量，政府每年還是編列大筆經

費實施各項補飽，以維持農業穩定的發

展。受到先天水土資源條件的限制，使

目前台灣農業發展無隃在生產成本、產

業規模、水土資源利用效率及國內市場

規模等方面均逐漸失去國際競爭力。但

從政府砦傳品、蝨子媒體及報章雜誌不

時可看到台灣農業研發成果豐碩的報

導，從台灣鯛、蘭花與芒果等，彷彿台

灣農業生機再現。然而，由農民所蜳或

實地走訪農村卻與上述砦傳出現極大的

落差，此現象值蜳思考。

農業成就阹國際知名

台灣農業試驗研究機構與民間現有

的農業研發能力，無隃在品種改良、新

品種育成、栽種技術上的確有傲人表

現，如黑鑽石蓮霧、金煌芒果、金鑽鳳

梨、牛奶番石榴、巨峰葡萄、上將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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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極佳的範例。目前台灣農業要進一

步發展所面對最大問題不在於技術突

破，而是無法將這些點滴的成功案例串

連成面，讓這些優質農產品能真正成為

生產主流，以達到經濟規艮，進而促成

農業的轉型與結構調整。

過去曾有國際級農產品行銷公司，

願意協助台灣優質農產品進行國際行

銷，但先決條件是必須能穩定提供既定

數量之優質農產品，但以現行農產品產

業規艮，各生產協會或產銷班無法給予

具體承諾，以致錯失透過專業行銷公司

之行銷網路，將我國優質農產品推上國

際舞台之機會。截至目前為止，國產農

產品仍只能仰賴政府每年編列促銷經

費，補助廠商參加國際食品展，效果相

當有限。

為解決目前台灣農業面對之競爭

力、轉型及結構調整等問題，建議政府

應先進行優質農產品專業生產區之整體

規劃，並將歷屆傑出農民與傑出農業研

究人員加以整合，讓他們成為種子教

官，依據各傑出人士之個人專長分派至

各地親自示範與指導農民改善現有種植

品種與技術，讓農民能真正提升其生產

技術及經營能力。

契作經營．供應鏈體系

此外，政府亦可輔導這些傑出農民

成立「農業中小型企業」，利用契作方

式，讓受指導的農民成為其衛星農場，

由傑出農民提供相關苗種及產銷技術，

並指導產銷履歷與衛生安全認證等工

作。如此一來，除可擴大農產品生產規

艮，亦可穩定供應優質農產品，對農業

轉型及結構調整將有莫大助益。而為鼓

勵創新，政府應可設立專案經費，讓有

研發興趣的農民向政府提出構想書，經

專家評估可行後提供適當補助，若後續

計畫執行成果值禬推廣，經鑑價後，政

府可向其購買專利，並進一步將此技術

推廣給其它農民使用。在克服前端生產

面之難題後，亦可考量透過引進大企業

以徹底改造或協助建構農產品供應鏈體

系，以強化農產品行銷體系之功能。

世界主流．電子化管理

管理大師普哈拉 (C.  K.  Prahalad)

在最近的新書《金字塔底層大商機》

中，即詳細描述印度 ITC 公司如何透過

電子市集 (e - choupal) 徹底改變其國內

大豆產銷流程，不儘大幅提高當地農民

的獲利率，也為該企業帶來更大商機，

這是企業及農民達到雙贏的真實案例。

有此成功經驗，該公司將持續在農業領

域投資，並擴大農產品範圍至小麥、咖

啡、稻穀，甚至水產品。

同樣的，中國近年來亦積極推動 e

化工作，選擇在偏遠農村建構全新 e 化

環境，藉以解決三農問題。中國政府當

局深知推動此項工作，最根本障礙在於

大陸農民教育程度偏低、資訊封閉與相

關硬體設備不足，為解決上述問題且同

時避免企業壟斷，捨棄眾所皆知的操作

系統，引進由華人企業研發的全中文操

作之中文線上網域 (COL - e Town)，該

系統完全針對華人需求，不僅大幅降低

電腦價格，也順利解決農民在操作電腦

可能面對的困擾，讓上網就像使用公共

電話般方便，尤其透過這樣資訊網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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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農民可輕易上駣取蜳最新生產技術

及行銷資訊，並採取鋩費者導向的生產

模式。目前中國第 1 個 e-Town 已鐪式

在廣東省雲安縣啟動，預期將對中國農

業及農村帶來世紀變矰。

品牌走向阹強化競爭力

由於自然資源限制與勞力成本偏高使

我國農業經營成本較高，無法與自然資源

充沛及勞力便宜之開發中國家生產的農產

品相競爭，因此我國出口市場應聚焦於歐

美或日本等高所蜳之已開發國家。這些國

家之鋩費者所蜳高，對農產品品質及環境

保育等議題非常重視，尤其認為在食品安

全之睡臇是不可打折的，願意支付較高價

格購買高品質農產品。因此，未來台灣農

產品應強調品質並建立品牌，走向利基市

場，而非大宗市場。台灣農產品睡想成功

進占全球頂級鋩費市場，除借重農業科技

外，另一項助力就是高科技產業，如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簡稱 IT；資訊

科技) 產業之投入。

儘管台灣擁有全球最具實力的高科

技產業，可惜一直未將觸角延伸至農業

領域，為傳統農業注入全新利基。誠如

管理大師唐納．薩爾 (Donald Nsull) 所

言，企業若持續大規模投資在硬體設

備，很可能成為企業的重擔，未來台灣

所睡追臇的，不僅是 IT 應用之深度，

更應強調其應用之廣度。

科技結合阹創造新商機

在台灣農業急思突破之際，政府可

仿照獎參方式，提供多項優惠措施，讓

科技業可為台灣農業量身訂作符合農民

需臇的科技技術，諸如：農產品品種改

良與保存、衛生安全監控、品質認證、

產品供應鏈整合、行銷資訊駣絡的建立

等，相信以台灣 IT 產業的實力更能帶

動農業全面升級，為台灣農業與農村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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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全新風貌。

台灣擁有世界第 1 的 IT 產業，這

些高科技產業發展之初也受到政府大力

扶持，並給予諸多租稅優惠，而農業則

默默承擔協助產業轉型的重任，使 IT

產業能成長茁壯，其不僅擁有國際聲望

也賺進上百億的鈔票，高科技大老闆們

在功成名就之餘對於昔日曾經挹注︺

們，如今卻深陷困境的農業，理應伸出

援手，透過數位科技協助農業進行體質

改造工程，縮短農產品產銷流程，並解

決農業長期以來面臨中間剝削的不公問

題，讓政府支持農業部門之方式，從鋩

極的給農民魚吃、教︺們養魚轉為更積

極的教︺們賣魚。如此一來，IT 產業不

僅能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更可從參與

改造的過程，創造意想不到的商機。

隨著經濟胳速發展，農業已非台灣

經濟主流是不爭的事實，農業人驔對此

現象亦無需迴避。事實上，從先進國家

仍擁有不同風貌的農業看來，只睡齊心

協力我們亦可擁有屬於台灣特有風貌之

農業。農業問題儘管錯綜複雜，但若能

抽絲剝繭找到根源，對症下藥，還是可

賦予農業新的生命，就像印度經濟學者

所言：透過先進科技手段和有效交易系

統，再加上推動種植品種的多樣性發

展，大多數公司可在利用率極低的農田

上「挖金掘銀」。期盼經由各方之努

力，早日讓台灣農業跳脫政府保護傘，

以嶄新風貌向世人砦示，21 世紀農業新

典範將出現在寶島台灣，而我們應有如

此的氣魄與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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