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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湾农业发展现况

50 年来台湾逐步从以农为主的传统经

济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经济 , 并逐步进

入到以信息产业、知识产业为主的知识经济

时代。农业生产从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

产量为主的技术较量阶段转变为以提高劳动

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益为主的经济较量阶段 ,

当前正迈入以提高生活品质、美化环境、确保

粮食安全为主的生态、安全较量阶段 ,农业正

呈休闲化、科技化、资讯化、品牌化、产运销网

络化发展的特点。

11台湾农业产值比重下降 ,但农业地位

备受重视 ,当前已成为保障台湾安全 ,维持生

产、生活、生态“三生”均衡发展的关键

台湾经济在 1966 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时

期 ,1952～1966 年经济产值年均递增率为

411 % ,而 1966～1997 年提高到 15 % ; 人均

产值年均递增率 1952～1966 年为 115 % ,而

1966～1997 年提高到 1314 %。而这都是在

60 年代后期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后出现

的 ,到 1978 年农业、工业产值比重小于商业

比重 ,进入商业社会 ,至 1997 年台湾的农业、

工业、商业产值的结构为 217 :3419 :6214 ,已

成为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地区。在农业产值比

重不断下降过程中 ,台湾没有忽视农业的作

用 ,减少对农业的支持 ,而是将“农业培养工

业的策略”改变为“工业支持农业的政策”,从

支持农业发展改为支持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

收入。在农业产值比重下降过程中 ,台湾逐

渐增加农业投入 ,大抓农业基本建设 ,发展农

业机械化 ,强化科技工作 ,加强对农民素质培

训。如 1973 至 1974 年农业经费为 20 亿元

新台币 ,而现在年投入在 1000 多亿新台币。

农民目前不用交水利费 ,农民发展共同运销、

办产销班、施用有机肥有“政府”补助。这种

支持重视使台湾农业保持了相对平稳的发展

阶段 ,从重视产量、产值的增长转到目前重视

生态环境和食物安全 ,提高生活质量 ,保持生

产潜力和增加农民收入阶段。

当前台湾粮食、糖料等主要农产品仍大

部分自给。1996 年台湾人均主要农产品生

产量 ,粮食 130 公斤、油类 2517 公斤、糖料

2416 公斤、蔬菜 10811 公斤、水果 13818 公

斤、肉类 75 公斤、蛋类 1716 公斤、奶类 57 公

斤、水产品 3815 公斤。

21 农业内部结构呈现种植业比重下降 ,

林业比重趋零 ,牧、渔业比重上升的特点

1997 年台湾种植业结构仅占 4518 % ,比

1953 年少 1618 个百分点 ;林业仅占 01 2 % ,

比 1953 年下降 419 百分点 ,而牧、渔业分别

上升 1215、1913 个百分点。和福建省相比 ,

种植业比重台湾低 313 个百分点 ,林业低

715 个百分点 ,而牧业多 1116 个百分点 ,渔

业差不多。以 1996 年为 100 ,1997 年台湾农

业生产总指数为 9815 ,比 1952 年增加 7713

个百分点 ,其中渔业增长 9215 个百分点 , 牧

业增长 8619 个百分点 ,种植业增长 5110 个

百分点 ,而林业在 1952 年 48611 点上升到

1966 年 113418 点后不断下降 ,到 1997 年只

有 11215 点 ,比 1952 年减少 37316 个百分

点 ,成为一个负增长产业。目前台湾大部分

木材靠进口 ,台湾本土林业作为环境保护的

产业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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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植业中 ,粮食基本保持稳定 ,而花

卉、水果、蔬菜是增长最快的产业。花卉

1981 年兴起 ,目前指数达 10516 ,水果指数比

1952 年增长 9711 个百分点 ,同期蔬菜增长

73 个百分点 ,食用菌从无到有 ,又从高峰逐

渐减少。

牧业则受疫病影响较大 ,猪是台湾牧业

的重点 ,1952 年至 1996 年逐年成长的产业 ,

但近几年受口蹄疫影响 ,出口锐减 ,生产急剧

下跌 ,其他畜禽则一直持续增长。

渔业生产中远洋渔业发展较快 , 而养殖

渔业许多已发展成为人们休闲钓鱼的产业。

31 农产品运销体系比较完善 ,形成以照

顾农业生产利益为重点的产运销紧密联系的

体系

农产品运销是连结生产与消费的关键环

节。台湾地区农业生产以小农经济为主体 ,

生产规模小 ,难以达到运销的经济规模 ,农产

品又具有易腐、粗重、生产季节性及品质差异

大的特点 ,为了解决这种小生产与大市场的

矛盾 ,以及农产品易损耗的问题 ,台湾从 60

年代起就开始实行农产品代销 ,70～80 年代

发展批发市场。目前已形成生鲜调配中心、

产地批发市场、城镇销地批发市场、农产品超

市、生鲜便利店、农产品共同运销、产销班等

组织 ,以及相应的法规管理、交易方式等比较

完善的运销体系。

(1)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组织体系

A1 生鲜食品调配中心 :目前台湾成立了

台北、乌溪、麻豆、东港、台东、宜兰、花莲等 7

个生鲜食品调配中心。担任农产品配送工

作 ,减少个别超市在生鲜产品包装处理的投

资 ,以统一进货、集中处理、配送及联合促销。

如台北生鲜食品调配中心由台北县农会经

营 ,总投资 1 亿元新台币 ,总面积 8250 平方

米 ,其中冷冻库 3300 平方米 ,冷藏库 3300 平

方米 ,处理室 1650 平方米 ,年可处理新鲜产

品 1200 种 ,干品 2000 种 ,新台币 7 亿元。货

物中蔬菜水果由产地直接购进 ,水产品由省

渔会渔港提供 ,冷冻鱼从大陆及国外进口 ,肉

类则由肉品市场供应。供货对象一是超市 ,

包括农会的超市 15 家 ,私人超市 2 家 ,“农委

会”甘翠便利店 2 家 ;二是机关、学校、工厂的

集体食堂 ,包括台塑企业在北部的几个工厂。

三是台湾的部队 ,负责林口、基隆 2 个站的供

应。

其作业流程包括进货、验收、加工处理、

出货四个环节。验收包括定价、检验农药残

留 ,加工处理分蔬菜水果、水产品、肉品等不

同类在不同处理间不同条件下进行处理 ,处

理室温度控制在 15～19 ℃,贮存温度在 0～

3 ℃,冷藏温度在 - 20 ℃左右。

B1 批发市场 :至 1992 年底台湾的农产

品批发市场有 158 个 ,其中果菜 70 个 ,家畜

(肉品) 24 个 ,鱼市场 64 个 ,分布在台湾各主

要生产及消费地。1996 年批发市场按交易

值 ,肉品 500 亿新台币 ,果菜 385 亿元 ,水产

品 301 亿元 ,花卉 37 亿元。按数量计算则毛

猪达 798 万头 ,果菜 224 万吨 ,水产品 60 万

吨 ,花卉 524 万把。1992 年批发市场交易

量 ,果菜达产量的 40 % ,猪占 4212 % ,水产品

占 52 % ,批发市场成为运销最主要的部分。

C1 农产品产销班 :1998 年底全台湾地区

有 4726 个包括各种产品在内的产销班。其中

果树 2214 个 ,蔬菜 1973 个 ,花卉 539 个 ,生猪

380 个等。这是由农民自己组织 ,由“政府”部

门给予适当补助 ,由一个或几个产品为联结 ,

以生产及产品运销为核心的农民小组。通常

由一个热心人发起 ,成立办公场所 ,建立管理

小组 ,办理共同运销或生产互助。以扩大运销

或生产规模 ,提高生产效益 ,减少交易成本和

生产资料成本为目标。其货品一般也是提供

给集货场或直接销售。

(2)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管理规范

如制定了“农产品市场交易法”,规定批

发市场为公用事业 ,由“政府”编列预算给予

补助。经营主体以农民自己的组织为主 ,包

括农民团体及共同出资组织的法人。1992

年 158 个批发市场中 ,由农 (渔) 会或合作社

共同经营的占 70 个 ,由公司经营的 77 个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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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经营的又以“政府机关”,“乡 (镇、市)公所”

及农民组织共同出资组织的最多 ,而纯由民

间投资而“政府”不参与的公司极少。还规定

农产品批发市场可分别向供应人及承销人收

取管理费 ,但不得超过主管机关核定的费率

范围。如蔬菜青果不得超过 5 % ,家畜 (肉

品)不得超过 115 % ,家禽不得超过 2 % ,水产

品不得超过 215 %。管理费按货品成交总值

计算 ,由供应人及承销人平均负担。

(3)有比较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措施

大部分农产品批发市场有分级包装、整

理、冷藏、冷冻、制冰、仓储、运输冷链及其他

设备 ,并不断改进。如家畜市场近年改装电

脑拍卖设备及增置冷藏、分切等设备。在改

善果菜分级包装方面 ,已将大件包装改为较

小件包装 ,包装容器由软竹篓改为硬竹篓 ,目

前大部分果类蔬菜和水果都改用纸箱。在运

输设备方面也已建立了各种农产品运输的冷

藏、保鲜交通工具。

(4)有一比较完善的市场信息系统

如“台湾省农林厅”建立了一个农产品市

场资讯系统。其内容包括报表查询、趋势图、

最新消息、行情报道系统、消费情报、市场行

情变动图、他山之石、气象报道、真情百宝箱

等内容。在电脑上可以获取每日每旬每月农

产品市场信息。

41 台湾农业科技在实现了引进品种、技

术、设备本地化后 ,推行提高品质 ,发展新兴

高价值产业的农业技术策略

六十年代前 ,台湾靠本岛的甘蔗、香蕉、

菠萝、柑桔等产品发展外向型农业 ,成为创汇

的支柱。其后大量引进岛外良种和技术、农

业机械及食品加工设备 ,用创收的外汇先后

引进了世界各地 432 种作物良种 ,包括水稻、

杂粮、果树、经济作物、药用特用作物品种

11507 个 ,以水果、蔬菜、花卉品种为最多。

其中花卉引进 4000 多个 ,果树 674 个。引进

的良种、技术进行吸收消化后不少成为或曾

经成为台湾的主要品种和产业 ,如引进的洋

菇曾是台湾 60、70 年代出口创汇的支柱 ,引

进的哈密瓜已培育出 10 多个新品种 ,有的已

打入香港市场 ,夺去了新疆的部分传统市场。

再如引进美国良种猪 ,改良选育出“L YD”

“L YH”三元杂交肉猪 ,使优质猪比重提高到

80 % ,瘦肉率、屠宰率达到国际标准 ,其生猪

出口一直稳占日本市场。再如引进食品加工

及包装技术 ,经改进其在挤压、放射、薄膜、重

组技术等已具世界先进水平。在农机方面 ,

引进国外产品创出适应台湾本地用的小型多

用途农机具。

台湾针对当前各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

特别是对本土生物品种、技术、设备加强专

利、产权及资源保护形势 ,以及为了适应台湾

人多地少 ,劳工、土地成本高涨的农业条件 ,

积极发展本土化、精致化、高品质、高值化的

新兴产业。重点发展种苗、蔬菜、热带水果、

花卉、新兴菇类、海水养殖鱼类、土鸡、地区性

特产以及具本土特色的加工食品等 ,并推动

富有地区特色的休闲农业。在生物技术研发

与应用方面 ,整合生物技术与传统农业科技 ,

以花卉、生物农药及畜用疫苗为优先发展项

目 ,并注重科技研究出的产品具有较高的经

济效益。

51农业资讯网络化 ,强化了农产品市

场 ,农业“政策”对生产的引导作用 ,加速了农

产品生产的产业升级

目前包括“台湾农委会”、“台湾省农林

厅”、农业科学资料服务中心 ,以及各有关研

究机构、改良场、农会 ,甚至有许多产销班都

建立了相应的网站 ,连成了一个相当完善的

农业生产、市场、农业“政策”、农业科技等信

息网络体系。目前 ,大学研究机构、机关人员

上网一般都不收费 ,各种信息的使用非常广

泛 ,加速了信息的流通及使用 ,也加速了科技

的推广 ,“政策”的宣传 ,农产品市场的流通、

销售 ,提升了农民的经营效率 ,加速了农产品

生产的产业升级。

如农业科学资料服务中心 ,网路资源包

括总类、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其它产销统

计预测、休闲与游憩、环境资源保育、永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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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内容 ,建立了包括农业科技研究及发展

计划资讯库、农业科技文献资讯库、农业科技

人才资讯库、农业科研报告资讯库 ,农牧渔业

产业自动化文献资讯库、农业科技术语资讯

库、农业文件光碟影像处理系统等 ,为各方面

提供完整的农业科技系统信息。

61 大力推行本地化产品品牌战略 ,提升

当地产品知名度

(1)“台湾省农林厅”积极推广“少量多

样”农特产品。目前初步列入的有 76 种 ,其

中果树 19 种、蔬菜 28 种、花卉 10 种、特用作

物 11 种及杂粮作物 8 种 ,这些将由“农林厅”

各相关科室、试验改良场所、参酌纳入年度计

划辅导办理。其面积、数量按市场需求状况、

农民意愿及销售渠道是否健全等 ,适时适量

生产 ,循序发展。

(2)“台湾农委会”推行 CAS 优良食品认

证。至 1996 年 5 月 30 日止已有 128 多个厂

家获得 CAS 优良食品认证 ,1995 年金额达

到 222135 亿元新台币。

(3) 推行“吉园圃”安全果蔬产品标志。

经农药残留、品质检验合格的蔬菜、水果产

品 ,标贴上“吉园圃”标签。

通过发展本地化产品的品牌战略 ,提高

产品知名度 ,增强本地人对农产品消费的信

心 ,并开发特色产品以出口 ,从而提升台湾产

农产品在岛内及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

71 农业正向休闲化发展 ,形成包涵产品

销售、品尝、农业观赏、农业教育、休闲娱乐于

一体的农业发展模式

休闲农业是利用农业资源 ,基于发展产

品销售、产品品尝、农业观赏、农业教育、休闲

娱乐等目标 ,结合生产、生活及生态的农业经

营模式 ,具有提供人们认识农业 ,了解农产品

加工过程 ,改善农业产销结构 ,增加农家收

益 ,增进人们社会活动机会 ,提高生活素质 ,

提供人们健康和休闲活动场所 ,解除生活紧

张 ,舒解身心等作用 ,有利于促进农业体验活

动 ,发展农村文化 ,以及维护自然景观 ,保护

生态环境等。包括休闲农场、休闲林场、休闲

渔业、观光农园、都市农业、居民农田等范畴。

休闲农业随台湾经济发展而发展 ,并由

“政府”加以推动。随着台湾经济的持续发

展 ,台湾地区年人均国民产值达 1132 万美

元 ;另一方面 ,台湾的每周工作时数逐渐减

少 ,到明年全面实行周休二日 ,届时用于休闲

的时间将更为增加。据统计 ,台湾岛内旅游

人数由 1986 年的 2100 万人次 ,剧增到 1996

年的 4200 万人次。发展休闲农业就是适应

这种趋势 ,发挥农业生产、生活、生态保育的

多重服务功能的一种农业经营形态。台湾从

1983 年开始零星辅导办理“观光农园”,1990

年辅导办理“休闲农业”, 1994 年辅导办理

“都市农业”(包括市民农园、花卉公园、银发

族农园) ,1998 年开始办理“休闲渔业”。以

前零星办理 ,现在成片规划。目前休闲农业

发展非常迅速 ,已成为农业的主要发展趋势 ,

成为台湾农业从经济较量走上生态、安全较

量的主要内涵。

二、台湾农业发展存在的几个问题

11 农产品价格起伏波动 ,劳力少、工资

高 ,生产成本不断上涨 ,许多农业产业竞争力

不足

随着经济的发展 ,农产品的价格弹性、所

得弹性逐渐变小 ,引发价格波动幅度增大 ,经

济发展也引起土地价格上涨 ,劳力短缺 ,工资

上升 ,农业优势资源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 ,使

农业生产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据“台湾省农林厅”1998 年《台湾农业年

报》资料 , 1996 年双季稻中第 1 季蓬莱 (粳

稻)稻谷品种主产物每公顷产值为 12136 万

新台币 ,其中生产费用 (未计土地成本 ,下同)

为 1015 万新台币 ,每公顷净收入只有 1186

万新台币 (相当于 344 元人民币/ 亩) ;第一季

在来米 (籼稻)每公顷纯收益只有 517 万元新

台币 (相当于 108716 元人民币/ 亩) ,第二季

稻作收益更低。在其成本中劳工成本分别占

5914 %和 5712 %。

另据“台湾地区农家户口抽样调查报告”

资料 ,1998 年底台湾地区有 89172 %的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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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认为经营农牧业有困难 ;在面临困难的农

牧户中 ,有 42110 %认为农畜产品价格不稳

定为其经营上所遭遇的最主要困难 ;其次有

12183 %认为工资负担太重 ;9146 %认为农牧

业劳力不足 ;而有 6192 %则认为耕地面积太

小。足见农产品价格、工资、农牧业劳力与耕

地面积太小为当前台湾农牧业经营的主要困

难。

21 从事农牧业经营意愿低落

据调查 ,农牧户从事农牧业经营的原因 ,

志愿务农或认为经营农业具有发展潜力的只

占 2012 % ,有 70133 %的农牧户是因为继承

或承受土地及设备的 ;其次是转业困难而从

事农业的。在从事农牧业离农中有 43190 %

因为有其他就业机会或务农所得偏低 ,有

17168 %是因为死亡无继承者 ,有 12103 %是

年龄太大 ,5157 %是劳力不足 ,说明经济发展

后 ,产业经济结构转型 ,农民所得太少造成大

量从农人口离农转业。

31 台湾农业以兼业为主 ,影响规模的扩

大和认真经营农业的用心 ,对农业生产产生

不利影响

1998 年台湾兼业农户有 6611 万户 ,占

总农牧户的 84152 % ,其中以兼业收入为主

的占 61135 % ,而以农牧业收入为主的只占

23117 % ;同期 ,专业农牧户只有 12111 万户 ,

占农牧户总数的 1515 % ,其中有 4176 万户

占总农牧户 6118 %家庭成员是无人在外从

事工作 ,而有 7135 万户占 914 %的则是因为

基本条件无法在农场外从事其他工作。

41 土地私有 ,影响乡村发展的整体规划

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后 ,除台糖公司

现有约 8 万公顷耕地属于公有外 ,大部分土

地为私有土地。因此 ,农村农户在自己的土

地上盖住房 ,办公厂 ,不仅影响农村的整体规

划 ,也影响到环境的美观 ,造成环境污染 ,更

影响公有设施的建设。

三、台湾农业发展对福建省农业发展的

几点启示

11 农业随国民经济的发展 ,产值比重逐

渐下降 ,但绝对不可忽视农业对国民经济 ,特

别是对提升国力 ,提高人们的生产、生活、生

态质量的重要作用。

21 建立完善的以照顾农业生产者利益

为重点的农产品运销体系和配建相应的现代

化资讯系统、运输冷链系统、加工系统是市场

农业发展的关键

台湾通过完善的运销体系 ,将小农经营

与大市场结合 ,台湾着重于整体运销体系的

构建 ,而不着重某个产业的产运销联合 ;通过

“政策”规范和强化市场管理 ,通过发展共同

运销 ,农民产销班 ,通过规范市场主体应由农

民团体为主进行运作等 ,将运销、加工等利益

与农业生产利益有机结合 ;通过发展“政策”、

产品生产、市场信息网络 ,提高市场对生产的

引导作用 ,促使农民更迅速地掌握市场信息 ,

从而提高农民讲价能力 ;通过改进销售定价

方式 ,发展电脑拍卖等 ,减少人为干与和集

团、公司、工厂对农民卖价的压力 ,从而提高

农业收益。我们在发展产业化、产供销一体

化的同时 ,更要注意着眼于整个农产品运销

体系的建设 ,不能只着眼于单个产业、产品的

产供销一体化的发展 ,因为单个产业、单个产

品会随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有起落 ,不可能长

久 ,只有构建整个运销体系 ,做好批发市场的

区位布局和上下连接 ,进行有利于农民进入

市场并获得运销、加工利益的法律规范 ,配建

完善的运输、加工体系 ,才能促进农业的持久

发展。这也应作为加入 WTO 后增强福建省

农产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措施来抓。

31 提升产品科技水平 ,提升品质 ,发展

特色产品品牌是保持福建省农产品在国内外

市场竞争力的有力步骤

台湾通过发展科技 ,通过引进 ,通过发展

加工技术 ,不断更新和发展新兴具竞争力的

农产品。如 50～60 年的菠萝、甘蔗、香蕉 ,60

～70 年代的洋菇、芦笋、竹笋 ,80 年代的鳗

鱼 ,90 年代的花卉 ,均成为其当时的主导产

品。

应当说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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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进步 ,人均农产品产

量如食用菌、茶叶、水产品、竹笋干等居全国

第一 ,竹材、水果、木材居第二、第三、第四位 ,

糖料居第九位 ,也有不少具地方特色的畜禽、

渔品种。但在数量增加同时 ,质量问题日益

突现 ;品牌有所发展但也数量极少。必须依

靠科技提升品质 ,发展特色产品 ,并加强品牌

的宣传 ,以提高福建省产品的知名度。,这也

是适应农产品市场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

的根本措施。

41 农业发展必须注意劳力、粮食、农业

产值结构比重出现的三个时点 ,及时调整发

展政策。

(1)注意农业劳力结构比重和农业劳力

总量同时下降时的时点 ,及时调整农业的技

术政策 ,将技术结构从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

转变为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技术结构。

从台湾农业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 ,在经济开

始发展时 ,劳力比重下降 ,但总量仍然会上

升 ,劳力多 ,工业发展用地、城镇建设用地增

加 ,需开发土地 ,保护耕地 ,土地成为相对稀

缺因素 ,因此集约利用 ,在土地上提高生产

率 ,形成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的农业技术

结构。但随着经济的再发展 ,农业劳力结构

及总量同时减少时 ,劳力开始成为稀缺因素 ,

从此时开始 ,劳力下降很快 ,因此发展节劳型

的农业机械化和自动化技术。台湾在 1965

年开始出现劳力及比例同时下降的时点 ,70、

80 年代减少很快 ,目前农业劳力只有 86 万

人 ,比例只有 911 %。因此就逐渐发展节劳

型的农机化。目前水稻已全程机械化。⋯⋯

其他的机械化程度也较高。

(2)注意粮食数量总需求减少的时点 ,及

时调整农业结构 ,特别是农作物结构和提高

粮食品质。

台湾 70 年代前稻米需求增加 ,1968 年

最多年人均达 141 公斤 ,而现在不到 60 公

斤 ,产生了米生产过剩的问题。1968 年需求

达到最高后 ,就不断下降 ,价格下跌 ,又使生

产急剧下滑。因此 1974 年台湾采取保证价

格收购政策 ,1976 年又增产太多 ,需求仍不

断下降 ,销路又不畅 ,台湾又采取鼓励转作政

策 ,但由于农民水稻的种植习惯以及水稻机

械化程度最高 ,转作效果不彰 ,目前农业保价

收购政策成为一个大包袱。对此福建省也应

对粮食的需求等进行测算 ,并检讨粮食收购

政策和粮食生产政策 ,掌握好结构调整的度。

(3)必须注意农业产值比重小于工业、商

业产值比重 ,农家所得中农业收入小于非农

业收入 ,农民所得小于非农民所得的时点 ,及

时调整“以农促工政策”,改为“以工促农”。

台湾 1968 年后农业产值比重首次低于工业

和商业比重 ,进入工商业经济时代 ,1978 年

下降到 913 %。这种结构比重下降也反映在

农业生产变慢上 ,农业生产年均递增率 1961

～1964 年为 514 % ,1965～1968 年为 612 % ,

1973 ～ 1975 年为 117 % , 1976 ～ 1981 为

412 %。1970 年农家所得中农业收入首次低

于非农业收入。1966 年农家收入占非农家

收入的 90 %以上 ,1968 年下降到 70 %多 ,不

足 80 %。因此台湾于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

将“农业培养工业政策”,改为“工业支援农业

的政策”。1970 年提出“现阶段农村经济建

设纲领”,1972 年宣布实施“加速农村建设九

大措施”,努力把农业政策目标从过去的“压

挤”转化为“平衡”。包括废除肥料换谷制度 ,

取消田赋附征教育捐 ,放宽农贷条件 ,改善农

产运销制度 ,加速农村公共投资 ,加速推广综

合技术栽培 ,倡导农业生产专业区 ,加强农业

科研与推广 ,鼓励农村发展工业。同时配合

拔款 20 亿元新台币作为农业建设专用经费 ,

配套 18 亿元新台币作为贷款基金 ,通过上述

措施 ,从而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平稳发展。

1976～1981 年农业成长率恢复到 412 % ,改

变了 1973～1975 年只有 117 %成长率的状

况 ,也超过了 1953～1989 年 411 %的平均水

平。

对此福建省应该进行认真研究 ,以检讨

当前的农业政策是否需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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