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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括了两岸农业资本一 体 化 现 状，利 用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 的 经 济 数 据，借 鉴 经 济 周 期 理 论，利 用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测算两岸农业经济的协同性，发现两 岸 资 本 流 动 存 在 较 多 障 碍；通 过 描 述 性 统 计 分 析，得 出 两 岸 农 业

资本一体化程度较低，提出要明确 “海峡两岸 农 业 资 本 一 体 化”的 构 想、改 善 两 岸 农 业 的 投 资 环 境、构 建 高 优

产业、有效利用农业经济政策等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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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关系

不断深化。目前大陆已经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投资地

和贸易伙伴。在两岸农业投资上，资本流动呈现出

单向流动的特点，通过测算当前两岸农业资本一体

化程度，提出针对性建议，对推动两岸农业合作与

经济一体化有重要的意义。

１　海峡两岸农业资本一体化内涵及现状　

随着海峡两岸经贸政策的逐步开放，两岸农业

资本流动进程加快，促进了农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

整合。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台商就开始在大陆东

南沿海地区进行试探性的投资创业，经过近３０年

的发展，目前台商投资大陆农业的规模和水平都有

很大的提高，且投资 项 目 多 以 “三 资”形 式 为 主。
两岸农业合作从种养殖业向农产品加工、运销以及

旅游休闲等产业发展，并已拓展到农业科教合作、
农业经营管理等领域。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和

台湾农民创业园已成为台湾投资大陆农业的重要载

体，建有福建、广东、海南、陕西等海峡两岸农业

合作实 验 区，而 台 湾 农 民 创 业 园 也 遍 布 福 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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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广东 等 省 份，为 两 岸 农 业 合 作 提 供 广 阔 的 平

台。近几年来迫于投资饱和的压力，台湾农业资本

立足大陆市场的整体性布局，开始向中西部和北方

地区转移。总体而言，两岸农业合作逐步呈现出宽

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双赢发展模式［１］。

２　海峡两岸农业资本一体化的测算

农业资本一体化即实现两岸资本的自由流动和

资源的最优配置，本文依据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 的 经 济

数据，借鉴经济周期理论，利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测算两岸农业经济的协同性，从侧面体现两岸资本

状况，并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说明两岸农业资本

一体化的程度。

２１　指标的构建

两岸农业资本一体化主要表现在直接投资的一

体化，而农业投资贡献率能够有效地反映农业资本

投入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 （由于无法得到投资直接

导致的农业产值量，因此由农业总产值间接替代），
通过两岸农业投资贡献率在不同阶段的变化程度综

合反映资金一体化程度，可用农业资本投入与农业

总产值之比 （Ｍ ）来表示：

Ｍ ＝农业资本投入／农业总产值

如果海峡两岸农业投资贡献率随着时间的推移

趋向一致，则说明两岸农业资本一体化程度逐步提

高。

２２　数据来源

在数据来源方面，台湾对大陆投资方面的数据

是根据台湾 “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的 《核准侨

外投资、陆资来台投资、国外投资、对大陆投资统

计速报》和中国统计局网站的数据计算整理而来。
本文的研究区间为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的经济 数 据，根

据这２０年两岸农业投资、产出的数据得出农业投

资贡献率，由此得到对两岸农业资本一体化程度的

一种度量方式。

２３　海峡两岸农业资本一体化的测量及结论分析

为了有效测量两岸农业资本一体化程度，先运

用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协同性测度方法反映当前经

济协同及资本流动协同性，再进一步通过描述性统

计分析，得出当前两岸农业资本一体化程度较低的

结论。

２３１　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协同性测度方法　经

济波动协动性指的是多国／地区工业生产指数的变

动在一定的周期上存在的相关性，通常是以两国／

地区或各国／地区之间实际经济活动的相关性来表

示。相关系数越大，两国经济周期协动或同步度越

高。而资本流动的协动性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互相

影响。此外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受政策同步性影响较

大，而政策是两岸农业资金流动中的重要因素，因

此资本流动的协动性受到较大影响。如果生产效率

较低，会使得资本贬值，从而减少投资，并进一步

导致资本边际回报率发生改变而影响资本配置，生

产率的差异阻碍了不同地区投资的负面协动性［２］。
由于大陆对台湾的农业投资贡献率为零，无法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来测度两岸农业资本流动的同步

性及协动性特征，因此先测算两岸农业总产值的协

动性，再由此间接反映资本流动情况。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系数用来衡量两个数据集合是否在一条线上面，
它用来衡量定距变量间的线性关系。当两个变量都

是正态连续变量，而且两者之间呈线性关系时，表

现这两个变量之间相关程度用积差相关系数［３］。

ｒ＝
Ν∑ｘｉｙ－∑ｘｉ∑ｙｉ

Ν∑ｘ２ｉ－ ∑ｘ（ ）ｉ槡 ２
Ν∑ｙ２ｉ－ ∑ｙ（ ）ｉ槡 ２

相关系数ｒ的绝对值越大，相关性越强，相关

系数越接近于１或－１，相关度越强，相关系数越

接近于０，相关度越弱。通常情况下相关系数０８

＜ｒ≤１０为强相关；０６＜ｒ≤０８为较强相关；

０４＜ｒ≤０６中等程度相关；０２＜ｒ≤０４弱相

关；０＜ｒ≤０２极弱相关或无相关。
由表１可 知，两 岸 农 业 总 产 值 的 相 关 系 数 为

０６５８，呈现显著相关，两岸农业经济具有 较 高 的

协同性，这对资本流动的协动性具有有利的影响，
但是资本流动存在着较多阻碍。在政策、投资环境

等的影响下，两岸农业生产率存在着较大差异，两

岸农业资本的协动性较低，一体化程度较低。

表１　两岸农业总产值的相关性

大陆农业总产值 台湾农业总产值

大陆

农业

总产

值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１ ０６５８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０２

Ｎ ２０ ２０

台湾

农业

总产

值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６５８ １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０２

Ｎ ２０ ２０

　注：数据根据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 员 会 的《核 准 侨 外 投 资、陆

资来台投资、国外投资、对中国大陆投资统计速报》和中国统计

局网站的数据计算整理而来；表示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

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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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进一步体现两岸农

业资本一体化情况，通过描述统计分析，可知台湾

对大陆的农业投资贡献率均值为０１４７９６，标准差

为０１７４２８０３，而大陆对台湾农业投资贡献率的均

值和方差 均 为 零 （表２），由 此 得 出 当 前 两 岸 农 业

资本一体化程度极低，无法体现其资本流动的协同

性。在图１中，台湾对大陆的农业投资以５年为区

间，计算 其 农 业 投 资 贡 献 率 均 值，折 线 图 表 明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这两个区间的投资

贡献率较高，而其他两个区间则较低，集中在０１
附近，整体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而大陆对台

湾的农业投资几乎为零，因此两岸农业资本一体化

仍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

３　提升海峡两岸农业资本一体化的政

策启示

３１　明确提出 “海峡两岸农业资本一体化”的构想

农业资本在两岸经贸合作中地位突出，但是目

前尚未有人正式提出海峡两岸农业资本一体化的构

想，使双方农业资本流动不能实现质的突破。要明

确提出 “海峡两岸农业资本一体化”，以改善两岸

农业资本流动低效、不合理的现状，促进两岸资本

的合理高效配置，实现两岸农业生产率的对等均衡

发展［４］。

３２　设立专门的两岸农业投资管理机构

两岸农业资本的流动由于手续繁杂，管理不足

而面临高成本、低效率的问题，因此有必要设立一

个专门的两岸农业投资管理机构，为两岸农业投资

提供全套的一条龙服务，包括前期的考察、手续办

理、投资落户、生产经营、销售服务、生活工作等

环节中完整的 咨 询 和 服 务。２０１０年６月７日 全 国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 “马上办中心”的成立，
为台商提供了极大便利，但基于两岸农业投资长足

发展的考 虑，有 必 要 设 立 农 业 投 资 的 专 门 管 理 机

构，为两岸农业投资搭建沟通桥梁，实现投资信息

和服务的共享，改变现有政府部门服务不到位、两

岸农业资本流动成本高的现状，为两岸农业资本一

体化提供更加宽阔的平台。

３３　改善两岸农业的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的改善能够保证台商的利益，更好地

吸引投资，因 此 两 岸 应 该 加 大 投 资 环 境 的 改 善 力

度。首先，改善农业投资的硬环境，如农 村 电 网、
水利交通基础设施和农产品交易市场等；其次是软

环境，主要包括劳务、厂地价格、外商投资管理体

制、配套产业、服务体系法律法规等方面。政府可

建立全国性农业投资信息网络、适当降低政策性贷

款门槛、推行农业保险制度等措施降低农业投资成

本和风险。此外，加快建设一支具有高素质的专业

人才队伍，提升两岸的物流电子化水平，促进两岸

资金顺畅流通。台湾方面也应积极创造良好的投资

环境，及时发布最新的投资讯息，为陆资入台扫清

障碍［５］。

表２　两岸农业投资贡献率的描述统计

Ｎ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台湾对大陆农业

投资贡献率
２０ ００３５５ ０６７９６ ０１４７９６ ０１７４２８０３

大陆对台湾农业

投资贡献率
２０ ０ ０ ０ ０

有效的 Ｎ
（列表状态） ２０

图１　台湾对大陆农业投资贡献率均值

注：根据台湾 “经济部”投 资 审 议 委 员 会 的 《核 准 侨

外投资、陆资 来 台 投 资、国 外 投 资、对 中 国 大 陆

投资统计速报》和 中 国 统 计 局 网 站 的 数 据 计 算 整

理而来。

３４　调节投资领域，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高优产业的构建能够改变现有农业投资领域不

均衡的状态，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吸引台商投

资大陆农业。因此，必须积极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做

大、做强，鼓励建立标准化示范基地，发展 “龙头

企业＋基地＋农户”，市场连接农户，中介组织带

动农户的产供销一条龙服务，积极培育特色产业品

牌，推动农业特色产业升级，构建基于价值链的产

业模式。此外，在加大观光农业、食品及饮料制造

业投资力度的同时，也要扩大对种植业、水利设施

业等传统农业的发展，以实现产业的平衡发展。为

了防止资本和产业对外转移而可能产生的产业空洞

７１第１期 林金花等：海峡两岸农业资本一体化的实证研究



化，可引导本地产业进行梯度转移，充分发挥比较

优势，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业产业发展促投

资，投资促发展的良性循环［６］。

３５　有效利用农业经济政策，寻找资本一体化空间

政府应充分发挥作用，通过制定有效的农业经

济政策，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和土地优惠政策的实施

力度，为台资在大陆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台湾

当局在农业方面应建立健全的资本流动体制，放宽

陆资入台的限制，以避免由于台湾农业资本向大陆

持续、大额单向流动可能会引发的贸易抑制效应。

ＥＣＦＡ的签署表明两岸的农业经济政策已经迈向更

深层次，因此要加强政府与企业、农民的联系，通

过农业合作组织、经贸论坛、海交会、交流会、农

产品投资洽谈会等形式实现三方的信息对称，以保

证农业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加快资本高速有效运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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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现代中药产业园落户福建漳浦

　　两岸现代中药 （福建）产业园落户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海峡现代农业研究院与漳州市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将采取 “产业＋科技＋资本”联动模式，投资１００亿元联手推进漳浦万亩基地建设。
该产业园由海峡现代农业研究院、台湾２１世纪基金会、中国金融要素市场研究院、漳州市政府

等合作，重点建设药用植物园、中医药文化体验园、药材集散中心和养生保健区等，力争３到５年内

实现交易额１００亿元，最终建成国家级药用植物园示范基地和两岸中医药产业对接枢纽。目前，一期

２０亿元资金已到位。

［摘自：新民网 （２０１３－０２－２５）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ｍｉｎｃｎ／ｓｈｅｈｕｉ／２０１３／０２／２５／１８８２１８２１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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