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蘭的農業大國地位是以其驚人的生產力

水平為基礎，而其生產力依靠的則是科學研究

與生產緊密結合，透過不斷的創新與研發，在

生產專業知識、管理技術、行銷技術及環境保

護制度等各方面發揮競爭優勢。反觀台灣，與

荷蘭同為國土面積小、人口密度高的國家，但

農業卻如夕陽產業般逐漸沉淪，讓人不禁要問

「為什麼荷蘭能，台灣不能？」

一.	前言
荷蘭國土面積不大，約	 41,000	 平方公

里，在全球位列百名之外，但該國農產出口

總值約占全球農產貿易總值的	 7％，僅次於美

國。農業是荷蘭經濟發展的主軸之一，農業生

產總值約占該國國民生產總值一成，實際從事

農業相關工作之人口約占全國勞動力的	 10％	

左右，此外，約有一半以上的國土是用於農業

相關生產活動。

荷蘭農業在有限資源下，不但能滿足人民

之民生需求，同時也能在國際市場上維持高度

競爭力，荷蘭農業有如此傑出的成果，不僅因

為該國農業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及健全的合作組

織，也得力於荷蘭政府的政策規劃與長期發展

策略。我國與荷蘭同為國土面積小，人口密度

高的國家，且同樣重視國內農業發展與鄉村建

設，我國農業刻正面臨農業轉型升級，擴大農

業出口提升農民收益之關鍵時刻，荷蘭農業之

發展應有我國可借鏡之處。

專題報導

借鏡荷蘭農業的成功
讓台灣農業風雲再起

文｜溫祖康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博士生

─荷蘭農業發展現況之探討與啟示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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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荷蘭農業發展成功因素之探討
簡要的說，荷蘭農業政策可以概分

成	 3	大區塊：一是投資於農民素質的人

才發展政策，著重農民教育及農業科學

研究發展；二是增強農場競爭力的結構

調整政策，強調農民組織的合作功能，

生產專業化與市場國際化的產銷結構，

以及農產品物流體系的便捷化；三是符

合國情兼具環境保護的永續農業政策，

使荷蘭農業發展兼顧生產與生態之平

衡。

(一)	重視農民教育及農業科學研究

長期以來，荷蘭政府即透過農民教

育水準之提升，建立高素質的農民群

體。荷蘭農業部每年均投入大量經

費在與農業相關的科學研究、

推廣及教育上。此外，荷

蘭民間各企業、研究中心

及實驗所等應用性及開

發性的產業研究，對於

提升荷蘭農業的技術水

準均甚有貢獻。

由於農業教育與

農村社區發展有密切

關係，故有別於其他層

級的學校，荷蘭農業教育

向來即由農業部負責，而非教

育部。荷蘭在	 1876	 年即設立瓦赫寧

恩國家農業學校，爾後陸續整併其他

農業學校及研究單位，並於	 1999	 年

改組成立國立瓦赫寧恩大學及研究中

心	 (Wageningen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Centre,	 WUR)，其中原為荷蘭農業部下轄

之農業研究院，於併入瓦赫寧恩大學及

研究中心後，改名為農業經濟研究中心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	

二.	荷蘭農業概況
荷蘭全國人口約	 1,600	多萬人，地

力資源並不豐富，不但耕地面積有限，其

光照和積溫不足等氣候因素更是不利農業

生產，故就自然條件而言，荷蘭並不適

合種植穀類等土地利用型之作物，不僅生

產成本相對偏高，產品品質亦不佳，因此

荷蘭約有超過一半的糧食依賴進口，但荷

蘭並未放棄發展該國農業，部分農場繼續

留在農業生產行列裡，透過擴大規模來提

高生產效率，或是選擇投入有機農業的生

產，減少化肥及農藥的使用，以提供高品

質農產品，其餘選擇離開傳統農業生產的

農場，有些則提供自然景觀來發展觀光

農業或休閒農業，有些則轉

向園藝業或集約型畜牧

業，因而走出該國農

業的特有風格。

荷蘭農產品出

口以觀賞植物為

主，其次為肉類

製品及乳製品，

其他的出口品項還

有啤酒、可可、巧

克力等，而出口目標

市場以歐盟其他會員國

為主。在進口方面，荷蘭進口

的農產品主要為穀物、豆類及油料作物等

土地密集型之農產品，特別是畜牧業所需

的大量飼料，以及荷蘭無法生產或產量不

足以供應國內加工所需之農產品，如啤酒

花、可可、咖啡、茶葉、菸草、熱帶水果

等，此類農產品進口的目的主要是透過加

工，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後再出口至其他國

家，為荷蘭賺取外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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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農民之間普遍存在著「相較於整個

市場，個別農民的生產規模都是微小而

不具價格影響力」的觀念，故具有共同

需求的農民便組織合作社或各種產業協

會，集合個別農民以在農產品市場上創

造更大的市場份額，進而提高其議價能

力。

在荷蘭，農業合作社係由農民自行

組成的營利組織，與我國所定義的合作

社係為非營利性組織的人民團體，略有

不同。因為有營利性的目的存在，因此

荷蘭農業合作社是自行獨立運作，不受

政府資助或干預的。

聯合個別農民組成合作社，在農產

品市場上即可扮演大型供給者的角色，

有利於增強農民在面對出口商、批發

商、加工廠等大型需求者時的談判能

力，進而打破農產品市場易受大消費戶

壟斷的局面，為社員的產品在市場上爭

取好價錢。而在農業生產資材市場上，

LEI)，為荷蘭農業部在政策研究及規劃的

重要智庫。農業經濟研究中心是世界第二

大的農業經濟研究專責機構，僅次於美國

農業部的經濟研究局	(ERS)。

除了透過學校教育培養具有農業理論

知識及實際操作技能的專業農民外，荷蘭

農業部為了不斷提高農民素質，經常於各

地舉辦各類農業技術短期訓練班、培訓班

或講習班，向農民宣導教育新生產技術或

病蟲害防治技術等。荷蘭發展農業教育的

目的在於提升農村人力素質，使農民能理

解並正確應用各種生產知識，進而各項先

進生產技術才得以發揮最大效益。提高農

民對新技術的接受度及操作能力，可謂是

荷蘭農業教育的最大特點。

(二)	健全的農民合作組織

農業生產過程中，在獲取市場訊息、

生產技術諮詢、農業金融支持、法律保護

等方面，若由個別農民針對所需要的資

訊進行搜尋，則曠日費時且不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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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就是荷蘭農業強盛的重要原因之

一。

雖然高度專業化的結果也必然使生

產者面臨較高的市場風險，但是由於專

攻單一品項，使農民能有效提高專業生

產技術，提高產量與品質，更有利於機

械化設備之操作，在生產管理、收穫、

分級、包裝、運輸等各生產階段上實施

標準化作業，有利於降低生產成本並提

高市場競爭力。

(四)	便捷的農產品物流體系

若只有生產卻未能把產品售出，產

品價值將無法實現，生產投入成本不能

回收，則農業生產活動將無法持續，因

此專責將農產品送達消費者手中的物流

體系，在農業發展過程中便扮演相當重

要的角色，

荷蘭有便捷的水陸空交通網路，水

路運輸雖時效性較差，但運量大，成本

低，非常適合體積龐大、不易變質的大

宗農產品，如穀物、飼料等；鄰近花

卉拍賣中心的史基浦	 (Schiphol)	國際機

場，不但是花卉產業的物流集散重鎮，

能以最快的速度將花卉等亟需保鮮之農

作物送到世界各地，且經過多年的發

展，已成為航空都會區，是民眾休閒、

購物的好去處；在陸運方面，荷蘭國土

由鐵路所構成的運輸網長達	 2,800	公里

以上，一邊連結著荷蘭的運輸大港鹿特

丹、阿姆斯特丹等，另一邊則向周邊鄰

近國家的廣大腹地輻射發散，使得荷蘭

境內所生產的農產品得以送達歐洲內陸

各國家，此外，藉由長達	 2,300	公里的

公路所構成綿密的交通網，配合溫控貨

運卡車的使用，農產品將可更深入各消

費市場。

農民亦可藉由合作社的設立，結合個別農

民的需求，以大型需求者的角色面對資材

市場的少數生產者，為社員提供物美價廉

的生產資材，並使個別農民得免於因需求

量較小而任人宰割。因此藉由合作社的設

立，荷蘭農民得以透過共同採購、共同銷

售的方式，以集體之力量提高議價能力及

所得水準。

(三)	高度專業化的荷蘭農場

專業化亦是荷蘭農場的重要特點，現

今荷蘭的農場絕大多是專業從事某單一品

項農產品的生產，在	2001	年時，荷蘭專

業化農場的比例已超過	 90％，而這個比

例隨著時間不斷提高。

生產上的專業化有利於機械化設備的

施用，可以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

本。荷蘭農民相信市場競爭的勝敗除了取

決生產效率，產品品質亦為決定性的重要

因素，而產品品質的優劣有賴各農場經營

主體的專業知識、生產技術的優劣，而專

業知識及技能的培養，必須在合理分工下

才能精益求精，故農民應專業從事生產工

作，而其他產銷相關事務則由農業合作社

代勞，使每個人都能做自己最擅長的專業

工作。

專業化程度越高的家庭農場，場主對

農場經營所投注的精神心血就越高，使

得農場主必須要求自己成為所生產之農

作物品項的專家。專業化生產不但需要良

好的生產技術，也需要有專責單位提供迅

速、全面、有效率的服務，使農場主得以

及時獲得市場訊息、技術服務、金融貸

款、法律諮詢，甚至是開發國際市場所需

之相關資訊等。因此，整個生產過程自產

至銷均能專業分工，使每階段的從業人員

都是該項業務的專家。以專業化提升產銷

活
動
與
資
訊

活
動
與
資
訊

品
種
與
技
術

市
場
與
經
營

專
題
與
研
究

農
村
與
文
化

97年11月1日 55

58v21-輸出.indd   55 2008/10/27   7:50:20 PM



國際，使國外消費者熟悉、接受，進而

喜歡荷蘭品牌，更採取對外直接投資的

策略來推動產業國際化，此舉不但可以

減輕國內自然資源短缺對農業發展所帶

來的衝擊，且由於消費者的消費習性及

對產品的熟悉度，對於採用本國產原物

料所生產之食品或農產加工品，往往有

較高的消費意願，故亦有助於拓展國際

市場。

荷蘭農企業的全球布局，不僅是針

對消費市場，也包括生產基地的全球

化。部分荷蘭農企業甚至透過在國外尋

找合作夥伴或購併國外企業的方式來達

到國際化的目的，甚至在其他農業生產

技術發達國家內設立產品研發中心，直

接吸收國外同行的知識與經驗，提高自

己的產品品質與經營能力，使其在激烈

的國際市場競爭中得以勝出。 	(待續)

由於荷蘭境內完整的物流系統，使得

荷蘭所生產的農產品可有效的擴大消費

市場的深度與廣度。此外，歐陸各國的

產品也藉由荷蘭的物流系統向其他國家輸

出，相同的，歐陸以外的各種產品也以荷

蘭做為進入歐洲市場的前進基地。可見完

善物流系統的建立，不但有助於國內產業

的發展，更可藉由運銷其他國家的各項產

品，賺取相關費用，增加就業並提高國民

所得。

(五)	全球布局的國際化農企業

荷蘭的農企業極具國際化的觀念，主

要是因為荷蘭農業生產效率高，但國內

市場胃納有限，不足以將所生產的農產

品全數消化，故荷蘭農企業對於拓展國際

市場都有相當強烈的意願，期望能藉由全

球布局來擴大市場空間，獲得生產規模經

濟，並且分散經營風險。

荷蘭農企業不但盡力將旗下產品推向

56 豐年第58卷　第21期

全國滅鼠週 97 年 11 月 3 日 - 11 月 9 日

58v21-輸出.indd   56 2008/10/27   7:50:25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