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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整產業結構 

1.經營結構方面： 

（1)垂直整合—由農企業引導，小農加盟，結合產、製、銷經營者之力量於一體，以提

高對進口農產品的競爭力，或打開國際新市場。（2)橫向整合—由農民之間進行集團經營、

合併、或委託經營，以擴大經營規模，降低產銷成本。（3)改善經營環境—整合農業科技、

經營管理與運銷技術，並以提供產銷情報替代計畫產銷，以改善農業經營環境及產銷體質。 

2.生產結構方面： 

未來生產結構的調整，將發展具有生產、消費或運銷優勢及對水土保持、生態環境具有

較大正面功能之重點產品，並調減競爭力不足產品之生產。 

（1)農糧方面： 稻米—未來仍將採取適當的保護措施，以維持必要之稻作規模，稻米

生產目標將由「自給自足」改為「供需平衡」，由於 83年糙米生產 168萬公噸，已超過需要

量 8萬公噸，加上 89年預計將進口約 13萬公噸，為維持供需平衡，89年糙米生產目標訂為

147萬公噸，生產面積將由 83年的 37萬公頃減為 33萬公頃，同時到民國 89年提高良質米

佔總稻米之比率至 30﹪。 雜糧及特作—i、雜糧–為配合烏拉圭回合農業協定，將優先調減

雜糧保價收購面積，產量亦逐年調減，將輔導改種綠肥、造林或實施其他土地改良、環境保

育措施。ii、原料甘蔗–將逐年減少生產，減產過程，蔗農以自願調減為原則，其餘則由台糖

蔗園減少。iii、茶葉–生產以內銷為原則，輔導建立品牌，形成地區特產。雜糧及特作所減產

之面積，將開發其他地區性、高品質鮮食雜作，如毛豆、食用玉米、食用甘藷、大粒型紅豆、

全季節性花生及藥用作物。 園藝作物—i、蔬菜–生產受貿易自由化之影響較小，將以建立

產銷平衡體系、穩定市場價格為要務。ii、花卉–較具競爭力，可加強輔導或具市場潛力的種

類包括：切花、花壇植物、球根花卉、蘭花、盆栽及觀葉植物、庭園苗木等，將配合市場需

求，應用及開發新技術，增加國內外市場佔有率。iii、水果–將輔導高海拔宜林地區之溫帶果

樹轉為造林，在平地及低海拔地區將加強發展適合國內風土氣候之品種，促進產品多樣化，

並提昇市場競爭力，依地區特性，發展休閒或觀光農園，朝向三級產業發展。 

（2)林業方面：目前林產品均屬自由進口，加入關貿總協對林業幾無影響。未來仍將依

循保育有計畫造林及多目標利用等策略，維護森林生態之平衡。另將加強培育森林資源，維

護森林安全，防範森林火災及病蟲害；並規劃發展森林遊樂，擴大森林經營領域；輔導海外

合作開發森林資源，穩定國內用材來源。 

（3)漁業方面：依我國天然環境及各種漁業之特性，以整體經濟及社會利益為重，資源

養護與管理兼顧之原則，推動責任制漁業，促進產業合理、合法及有秩序的發展。 遠洋漁

業—遠洋漁業尚具國際競爭力，將提供優良經營環境並鼓勵企業化加強公共投資；鼓勵企業

組織赴國外投資合作，建立國外漁業據點，開發公海漁場，積極參與國際漁業組織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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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強其國際經營能力。 沿海漁業—沿近海漁業之範圍為我管轄之 200 浬經濟海域，將加

速淘汰低效率漁船；規劃沿岸海域漁業權漁業，優先保障沿岸漁民生計，並推動栽培漁業，

發展娛樂漁業，以調整沿近海生產結構，促進漁業資源多元化利用。 養殖漁業—規劃發展

海洋養殖漁業，配合水土資源之合理利用，規劃及管理養殖業之發展，提高海水養殖之比重，

發展海面及鹹水魚塭養殖，逐年減少陸上魚塭面積。（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