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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产业化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大课题。福建是较早出现农业产业化

经营的省份之一 , 已涌现了一些农工贸、产

加销一体化的产业经营 , 其中不少是以台资

企业为“龙头”形成农民发展专业化生产的

产业链。台湾农业从 70 年代就开始通过各

种农民组织发展市场导向的生产 , 在生产专

业化、管理企业化、布局区域化、服务社会

化的产业化生产经营方面 , 已建立了一定的

基础。能否利用台湾农民的产业化经营组

织 , 通过闽台农业合作推进福建的产业化进

程 , 颇值思考。为此 , 本文研究分析了闽台

农民专业合作经营组织及其开展合作的可行

性 , 并探讨了推动农民组织合作的措施策

略。

(一)
为了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 福建省委、

省政府已颁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

的意见” (闽委发 〔1997〕4 号) , 举办了全

省农业产业化培训班 , 同时有关部门也为推

进农业产业化作政策准备而加紧调研工作。

据有关调研显示 , 福建自 80 年代中期出现

漳浦县的“花果中心”、“水产中心”之类 ,

以经济合同方式开展农工贸一体化的农业产

业化经营以来 , 不断涌现出以各种“龙头”

带动农民发展具地区特色的产业形成“产加

销”、“农工贸”一体化的专业化生产经营 ,

如东山县的芦笋、永春县的芦柑、连城县的

地瓜干、福清的鳗鱼、古田和罗源的食用

菌、南靖及平和的竹笋 ⋯⋯, 已形成初具产

业化经营雏形的专业合作组织。目前 , 此类

合作组织具一定规模的约有 100 多个〔1〕, 呈

现出福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良好开端。但

是 , 无庸讳言 , 福建农业发展产加销、农工

贸一体化生产经营中 , 通过闽台农业合作引

进台资“龙头”企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仅从漳州市加入台资“龙头”体系的农户达

30 多万户 , 种养基地 50 多万亩 , 提供出口

货源 20 多亿元的情况〔2〕, 便可略见台资企

业对促进福建农业产业化发展作用之一斑。

漳州市农村经济委员会认为 , 引进台资农企

业对推动产业化的作用已达到“引进一个企

业 , 建成一片基地 , 打开一方市场 , 培植一

个支柱 , 致富一方农民”。总之 , 引进台资

农企业对福建传统农业的改造 , 对农村经济

的发展 , 都具有积极的影响。但是 , 应该清

醒的看到 , 目前引进的台资多数仅是台湾农

民个体业主 , 甚至存在“在台湾当农民 , 到

大陆当老板”、“卖掉台湾一亩山地 , 在大陆

经营几百亩农地”的情况〔3〕。显而易见 ,

以农民个体业主为“龙头”, 其经营水平及

市场竞争、开拓等各方面能力都是有限的。

闽台农业合作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的新时期 ,

应该进一步深化 , 倘若能与对台湾农业现代

化发展极具贡献的农民团体组织合作 , 估计

将更有利于福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台湾农业从传统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 ,

曾先后成立了许多业务功能各异 , 组织体制

大相径庭的农民团体组织 , 有效地增进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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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现代化的进程。在台湾众多农民组织中 ,

农民广泛参加 , 按行政区域设立的农会、渔

会 , 已名斐然 , 为众所周知。而另一种不分

地域 , 由农民自由组成的各项生产专业的经

营组织 , 台湾称为“合作社”, 如台湾省青

果运销合作社、台湾省蔗农生产合作社、台

湾省鸡蛋运销合作社 ⋯⋯等 , 因其规模、体

制、形式等仍各行其是 , 知名度和影响力不

如农会、渔会。但是 , 农会、渔会是一种不

存在利益分配的生产推广组织 , 尤其是存在

某种程度的行政干预情况 , 估计开展两岸合

作难度较大。而“合作社”则是一种以交易

额分红的产业经营组织 , 既具自主的法人地

位 , 又不受任何行政力的牵制 , 因此 , 可望

像来闽合作的“个体台商”那样 , 成为闽台

农业合作的伙伴。

再从台湾农业各类“合作社”的发展背

景 , 及其对相应产业成长的影响效果看 , 开

展与“合作社”的闽台农业合作 , 对发展福

建农业产业化 , 无疑将更具活力、辅射力和

市场竞争力。台湾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

源自 70 年代农业生产供求失衡 , 农民收益

日趋下降 ,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 增强市场竞

争力 , 台湾农民发展了专业化生产 , 基于专

业生产走向市场的共同需要 , 在自愿原则

下 , 台湾农民组织了各种专业类的“合作

社”。可见 , 台湾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

是为了适应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 , 与我

们当前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情况基本一

致。目前 , 台湾登记成立的“合作计”已达

236 个 , 包括“省青果运销合作社”、“省蔗

农生产合作社”, 以及果菜类合作社 56 个、

茶叶类合作社 6 个、花卉类合作社 14 个、

畜禽类合作社 95 个、渔业类合作社 29 个、

林业类合作社 12 个、其他类 22 个〔4〕。从上

述各类合作社的数量以畜禽业和园艺业为最

的情况 , 以及“合作社”发展的同时期 (70

年代以来) , 台湾园艺与畜禽的生产取代了

原来“米、糖”生产优势的情况看 , 专业合

作组织对其产业发展的作用已显而易见。也

就是说 , 由于畜禽、园艺类专业合作组织的

逢勃发展 , 有效地促进了该二产业成为主导

台湾农业成长的产业 , 显示了“合作社”对

其相应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因此 , 面对当

前发展农业产业化的闽台农业合作 , 应该考

虑发展与台湾“合作社”的合作 , 可以肯

定 , 与组织的经营者合作 , 比与“个体”的

经营者合作 , 将更有利福建农业产业化的发

展。

闽台农业合作将近 20 年 , 虽然在合作

的形式、规模、效益等方面已取得显著进

展 , 也带动了一些地区和部分农民的致富 ,

但是从总体上看 , 目前的合作还是停留在大

陆的分散农民面对“个体”台商的松散合作

格局。由于“个体”台商的经营规模和运行

能力有限 , 以其为“龙头”是难以推动大范

围的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因此 , 面对当前

发展农业产业化的闽台农业合作 , 必须思考

一些新的合作途径 , 引进已具经营规模和运

行能力的台湾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 建立闽台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间的合作 , 是颇具前景的

合作方向。台湾经济学者邱毅教授 , 多次来

大陆考查后 , 也曾于 1991 年撰文指出 , 两

岸农业合作“非透过集体投资难以奏功”,

也认为集体合作可行 , 同时还建议发挥农民

组织的功能 , 向台湾养鳗业者建议由“合作

社”或基金会到福建或广东投资合作〔5〕。

总之 , 我们认为推动闽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间的合作是可行的 , 是有助加速福建农业产

业步伐的合作方向。

(二)
开展闽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间的合作可

以说是一项新的设想 , 要促成其发展 , 必须

讨论一些相应的措施策略。

11 加强组建福建农民的专业合作组织

　开展闽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间的合作 , 农

民组织是合作的主体。台湾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已颇具经营规模和运行能力 , 如果树业 ,

已于 1975 年组成了全省规模最大的“省青

果运销合作社”, 目前社员达 9 万多人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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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之下还设立了八个分社和东京办事处、包

装容器厂 , 其业务以香蕉、柑桔外销为主 ,

其他青果内销为辅 , 近年又不断拓展各种新

兴果类的岛外市场 , 此外 , 也办理生产资料

供给、技术指导等服务业务 , 有效地促进了

台湾果树业的发展。畜牧业业绩突出的“合

作社”有“省毛猪运销合作社联合社”、“省

鸡蛋运销合作社”, 以及北台、中台、南台

三个肉鸡运销合作社等 , 都以接办内、外销

业务为主 , 并开展冷藏、加工、市场资讯等

业务。台湾这些业绩好 , 规模大的合作社 ,

基本上都具有内、外销经营能力 , 以及社会

化服务功能 , 都形成产加销、农工贸一体化

的经营机制。

相比之下 , 福建虽然已涌现一些贸工农

一体化、产加销相结合的农业经营组织 , 但

是 , 目前绝大部分仍为松散型的 , 多为“龙

头”企业与农民之间的简单买卖关系 , 而且

农民又往往处于不公平的被动地位 , 在利益

分配上农民容易受到伤害。如漳州的有关调

研指出 , 有的台资企业利用大陆农民分散生

产的弊端 , 故意发放过量种子 , 使农民超量

生产 , 造成产品供大于求而降价竟售 , 企业

从中牟利 , 而农民利益受到伤害 , 这种情况

最终将影响产业的发展。因此 , 农民应该建

立起具风险共担、利益同享的组织 , 才能维

护自身利益。省委政研室、农办的调研报

告 , 也强调指出 , 当前 , 特别要大力发展各

类专业组织 , 实行民办、民管、民受益 , 从

机制上解决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矛盾〔6〕。

可见 , 组建福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仅是发

展闽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间合作的需要 , 而

且也是福建发展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工作重

点。

21 明确闽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之合作

的目标并开拓合作的渠道 　闽台农业合作虽

然已从单纯的新品种、新技术引进 , 发展为

资金、设备、技术、市场等的“一揽子”引

进 , 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局限 , 以往的闽台农

业合作 , 可以说是建立在人文亲缘的基础上

而拓展的 , 实际情况是我们敞开大门迎接一

个个台胞来选择合作目标。而如今要发展农

民组织之间的合作 , 应该有意识地明确合作

目标 , 如水果业 , 应设法与“台湾省青果合

作社”发展合作关系 , 蔬菜业可考虑与“嘉

义果菜合作社”、“高雄路竹蔬菜合作社”等

发展合作关系 ⋯⋯。总之 , 要瞄准具两省农

产品产销互补调节 , 或有利双方共同发展外

销业务优势的产业 , 深入合作 , 以达到共同

发展的目标。

开拓闽台农民组织间合作 , 可以通过如

下三个渠道 : ①通过来闽合作的台商与台湾

有关“合作社”联络沟通 , 达到合作目标。

②通过有关学者与相关“合作社”联系 , 促

进合作发展。③有意识赴台考察“合作社”,

以直接接触的方式 , 互相了解 , 从共同发展

的目标出发实现合作的目的。

31 以优惠的政策诱导闽台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的合作 　优惠政策是促进两岸农业合

作的一大动力 , 应研究一些倾向性政策 , 促

进台湾农业“合作社”来闽发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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