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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广东与台湾两地在农业领域的科技交流合作取得不少进展，但总体而言交流合作仍处于表面

层次并流于形式。该文从粤台两地农业科技交流合作的现状切入，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促进两地

农业科技交流合作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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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２０１０年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ＥＣＦＡ）的正式签订，两岸经贸关系进入一个全

新的发展阶段，未来在农业领域两岸寻求更大范

围、更深层次的合作也面临历史性机遇。广东与台

湾在农业领域的交流合作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但

以往主要局限在贸易和招商引资阶段，而在ＥＣＦＡ

时代尽快建立粤台两地在农业科技领域交流合作的

长效共赢机制，充分挖掘和发挥两地农业科技的互

补之处，是急需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从新时期广

东省的粤东、西、北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

来看，加强与台湾地区农业科技的深层次、纵向合

作是加快广东省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也

是广东科技政策和区域政策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

容［１－３］。

１　粤台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农业的发展一直与台湾客

商、台湾企业密不可分。据较早前数据，台湾企业

在广东省内农业领域投资的已达１０００多家，投资

金额已超过１０亿美元，其中投资额在１００万美元

以上的占了大多数，投资领域主要在水产、种植

业、现代农业方面，投资集中在珠三角、湛江市、

茂名市等地［１，４］。从台湾方面而言，近年来台湾农

业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其农业市场体系建设、农

业产业化程度、农业企业营销管理水平、农业科技

水平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已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效益农业的转变，在农业科技方面与广

东相比具有显著优势，但是台湾农业正面临着劳动

力成本上升、农业原料价格上涨、土地资源缺乏等

压力，不少农业加工企业正向资源相近、成本较低

的地区寻找发展出路［３，５－６］。而从广东方面而言，

广东作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具有良好

的投资环境，与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

承，潮汕文化、客家文化具有对台交往的先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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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与台湾农业科技合作具有互补效应和双赢前

景。在这种新形势下，粤台农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也呈现出合作层级不断提升、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合作层次从横向到纵向不断延伸、合作载体辐射能

力增强的互利共赢的发展趋势。

为进一步加强广东与台湾两地农业合作，国务

院２００６年在广东省佛山市和湛江市设立２个国家

级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随后，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又分别批准在珠海市金湾、汕头

市潮南和梅州市梅县设立３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

园。其中位于佛山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的顺德

陈村兰花生物科技园区已引入台湾今日科技等３０

多家企业进驻，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使得佛山成为中

国大陆最大的蝴蝶兰种苗供应基地，品种发展到

１０００多种，年产量达１．２亿株，出口量占广东省

的九成以上［４－５］。

２０１１年国务院批准的 《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

规划》中，正式把广东省的梅州市、潮州市、汕头

市、普宁市、揭阳市纳入海峡西岸经济区，而这块

广东最靠近福建省和台湾的粤东区域，将成为广东

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合作的桥头堡和重要通道。近年

来广东的粤东地区致力于打造效益农业，其相对于

珠三角等较发达地区而言，农业经济比重较大，劳

动力资源丰富，农业产品附加值偏低，而台湾农业

在产品深加工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对其具有很高的

参考和借鉴价值。

同时，广东省各级政府、民间社团组织也积极

成立各种类型的粤台两地农业交流社会团体，搭建

农业领域的专业户服务平台，拓宽两地交流和合作

渠道。为了促进粤台两地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推动两地农业企业的合作与发展，广东省海峡两岸

交流促进会农业委员会于２００８年９月在广州宣布

成立，这是广东省海峡两岸促进会成立的第一个专

业委员会，也是大陆第一个省级台商农业企业的联

合性组织［７］。其成立以来，将社会组织创新与加快

全省台资农业企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努力扩大粤

台农产品贸易，全方位拓展粤台农业交流合作。

２　粤台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粤台两地农业科技的交流与合作虽然取

得了不少成绩，但是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分歧仍在阻

碍两地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向纵深发展。一直以

来，台湾当局在农业合作方面设置了诸多政策机制

的障碍，就连２０１０年正式生效的ＥＣＦＡ中仍不涉

及农产品的开放，海峡两岸的农业交流合作依然呈

现出单方面、不平衡的状态，而粤台两地农产品的

相似性和竞争性对两岸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也会产

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目前粤台两地农业科技交流与

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２．１　存在单向性、单利性、不平衡的现象

台湾机构、企业投资大陆时一方面充分利用大

陆的对台优惠政策，丰富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巨

大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大多却尽可能避免核心、

高新技术在大陆过快外溢，或仅仅将少数技术单

项、分散地传授给少数相关人员，科技交流过程中

关键信息沟通不畅，影响了粤台农业科技交流与合

作的成效与后续发展。

２．２　交流与合作层次不够深入

粤台两地的农业交流与合作目前仍是层次较

低、领域较窄、产业对接能力较差，在制度和组织

层面的合作还有待深入。而在以往的合作与交流

中，被动的、政治性、社交性的活动较多，主动

的、有实质意义的合作研究较少，且多为一般性的

现代科技知识宣传介绍，高新科技信息含量不

高［８－９］。

２．３　交流与合作效果缺乏绩效考评

粤台两地农业交流与合作体系建设不够完备，

仍以民间交流为主要形式，局限于文化教育和科研

单位，未能多层次、全方位地展开［８］。部分交流项

目的设立存在随意性、盲目性和重复性，在实施过

程中和完成之后对当地或相应领域产生的推动效应

也没有设立相应的评价体系来评估，项目的绩效情

况不明，少数项目敷衍应付的情况也未能及时发现

和更正。

２．４　交流与合作示范区的载体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海峡农业合作试验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等示范

区作为粤台两地农业合作的载体，其在土地、税

收、水电等方面对台湾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在吸引

台湾企业入园入区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目前还存

在着管理制度模糊、机构不健全、缺乏统一协调管

理、资金不足、合作的深度不够、优惠政策落实不

到位、利益分享机制不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和台商

投资权利保障等问题，使得试验区和创业园的功能

未得到充分发挥［１０］。

２．５　部分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相对落后

在汕台直航已经实现的情况下，两岸运输成本

大幅降低，作为未来广东对台经贸交流与合作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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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活跃的粤东地区应抓住机遇承接台湾岛内的产业

转移，但目前其对外交通设施总体上仍比较落后，

基础设施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粤东地区融入

海西经济区的建设步伐。此外，广东的农业科研部

门和政府管理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商渠道不够顺

畅，科技外事管理体制滞后等问题也对两地农业科

技交流与合作带来负面影响［８］。

３　粤台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对策建议

３．１　建立多层次、多渠道、从横向到纵向全方位

展开的粤台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体系和平台

　　一是可以通过组织粤台农业科技交流协会等社

会团体，积极与台湾地区农业科技官方或民间团体

联络协商等多种方式，拓宽对台高科技交流与合作

渠道，建立起两地农业科技交流合作的长期机制。

二是组建两地农业科技服务团，互派专家学者参加

技术培训、规划论证、咨询服务等活动，并由相关

部门联合，探索与台湾有关农业院校开展联合招生

的可行性和操作性［１１］。三是通过举办粤台农业科

技合作论坛、粤台农产品和农业技术展销会、农业

投资贸易洽谈会等形式，为两地农业人士提供交流

平台。此外，由于广东省涉及对台农业科技交流的

部门较多，侧重点不一但又彼此相关联［９］，为了避

免重复性和盲目性，建议由政府有关部门牵头，定

期或不定期召开粤台农业科技合作经验研讨会，加

强和动员各个涉农单位和科研人员的参与到粤台农

业交流工作中并协同攻关。

３．２　以项目、示范区为载体开展粤台农业学术交

流合作

　　在合作项目和示范区前期调研时，应首先考虑

合作的领域、内容是否有利于广东省农业科技现代

化、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等，并

综合考虑技术转让、产业对接、市场营销等因素。

其次要针对广东省农业科研和生产的重点和难点问

题，建立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项目，组织双方相关领

域专家开展合作研究，使科技合作交流不流于表面

和短期，而是向长期合作和纵深方向发展。另外应

考虑设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对部分大项目和示范区实

施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绩效评

估。

３．３　以优化产业结构为契机，促进粤台农业科技

合作向纵深发展

　　新形势下两岸农业合作的主攻方向应定位于发

挥两岸农业的互补优势，提升广东区域农业经济布

局、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拓宽高新技术合作的广度

和深度，推广运用台湾有优势的农产品精深加工等

方面的经验与技术，吸引台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

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从农产品的简单加工向精深

加工转化，促进广东省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３．４　充分利用政策优惠，积极融入海峡西岸经济

区建设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鼓励粤东地区利用自身优势发展对台经贸合作交

流，并正式将 “支持粤东北地区参与海峡西岸经济

建设”写入２００９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而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要求以 “大粤东”板块对接

海峡西岸经济区，这也是推进粤台农业合作交流的

一个重大历史机遇。广东省粤东地区应把握这一重

大机遇，运用特区改革开放试验权和立法权，紧密

结合本地农业生产实际，迎合两岸关系积极改善的

良好态势，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大力推动粤台

农业科技合作试验区建设，积极发展广东尤其是粤

东地区与台湾的农业科技交流合作关系。

参考文献：

［１］陈松辉． 从贸易到合作：海峡两岸共谋双赢 ［Ｊ］． 广东科技，

２００６ （１１）：１６－１７．

［２］张鑫． 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海峡两岸农业合作研究 ［Ｄ］． 重庆：

重庆工商大学，２０１２．

［３］赵玉榕．ＥＣＦＡ时代两岸农业合作机制研究 ［Ｊ］．厦门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３）：７３－７９．

［４］广东：努力构建两岸农业合作平台 ［Ｊ］． 华夏星火，２００８

（１０）：４４．

［５］人民网． 广东佛山与台湾农业合作进入 “收获期”［ＥＢ／ＯＬ］．

（２０１２－０８－１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７］．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

２０１２／０８１０／ｃ７０７３１－１８７１５９８３．ｈｔｍｌ．

［６］李怡青，李瑞丹． 海峡两岸专家学者热议两岸农业经济如何携

手共进 ［ＥＢ／ＯＬ］． （２００６－０８－１７）［２０１３－０４－０７］．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ｔｗ／ｌａｊｌ／ｎｅｗｓ／２００６／０８－１７／７７５０９８．ｓｈｔｍｌ．

［７］新浪网． 粤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成立农委会 ［ＥＢ／ＯＬ］．

（２００８－０９－０２）［２０１３－０４－０７］．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ｏ／

２００８－０９－０２／０３１１１４３８８０６０ｓ．ｓｈｔｍｌ．

［８］卢金贵，蒋明殿． 广东省对外农业科技合作的现状及对策

［Ｊ］． 广东农业科学，２０００ （３）：５０－５１．

［９］林清山． 福建农业科技对外交流合作对策研究［Ｊ］． 台湾农业

探索，２００３ （４）：１－５．

［１０］黄跃东，邓启明． 闽台农业合作的现状、趋势与推进策略探

讨 ［Ｊ］．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 （１）：

４－９．

［１１］范维培，丁中文，黄献光，等． 创新海峡两岸农业科技合作

机制的探索 ［Ｊ］．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２００４ （６）：６２－６５．

６ 台 湾农业探 索 ２０１３年６月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２５

作者简介：吕美晔 （１９８０－），男，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农村经济、农业产业链管理、农民收入．

Ｅ－ｍａｉｌ：ｎｊｍｅｉｙｅ＠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２０１１年无锡市哲学社会科学招标课题 （ＷＸＺＸ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１年江苏省省委重点研究课题 （ＪＳＡＳＳ－０７）

发达国家和地区居民增收举措的比较与借鉴

吕美晔，金高峰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推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采取了大量政策和相关措施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通过对比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美国、法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在提

升城乡居民收入，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政策和做法，以期为我国城乡居民增收工作提供科学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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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确保城乡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是

我国国民经济工作的重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加大，城乡就业持续扩大，居民

收入较快增长，家庭财产稳定增加，衣食住行用条

件明显改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农村扶贫标

准大幅提升，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持续提高。”

但同时，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

然较大。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到２０２０年城

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根据测算，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不得低于７．１８％。

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既是一个宏伟目标，同时也

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

实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推进国民经济快速

增长的过程中，为促进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同步协

调发展，采取了多种增收政策和相关措施来矫正两

者的不协调，并最终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

减，城乡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鉴于当

前，我国各地区都在制定和探索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的政策和措施，本文着重考察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

来，美国、法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在提升城乡

居民收入，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政策，以

期为未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提供科

学的借鉴。

１　美国居民收入的相关政策与举措

二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１９５９—１９６８年

１０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４．８４％的速度

增长，其人均 ＧＤＰ也在１９６２年超过３０００美元，

并在１９７８年突破了１００００美元
［１］。２００５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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