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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政府農林廳為宣導（一）台灣省農業建設會議具體成果與農林廳積極採行重點措

施，（二）我國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組織政府因應對策並蒐集基層農民及農民

團體對我國即將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之看法，特由廳長邱茂英率副廳長何偉真及各相關科

室首長在各區農業改良場與當地農業人員進行座談，共舉行六個場次。花蓮區則已於一月六

日下午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農業推廣訓練中心舉行，有百餘人與會，會中由農林廳有關科室

負責台灣省農業建設會議具體成果與農林廳積極採行重點措施簡報、GATT 組織簡介與現況

說明，本場黃場長山內簡述花蓮及宜蘭地區農業現況。 

邱廳長在致詞提出農業方面因應入關之中、長期對策： 

一、首先須從談判策略研究探討：諮商代表如何在 GATT規範下，兼顧國家整體利益及農業

結構下爭取最高利益，並使農民有所保障，產品必須關稅化再逐年降低關稅，爭取較充

裕的調適時間。以國內農產品之種類及其競爭能力做為談判關稅降低幅度及時間的依據。 

二、從產業政策做調整：選擇重點式產業加以生產，並依地區性特殊生產條件，以提高競爭

能力。因入關開放管制、進口而受影響之農產品，以獎勵或救助甚至補償來調整作物種

類或栽培面積及大面積輪作制度以提昇地力及農產品生產量。目前已累積 40億農業緊急

救助基金，且將繼續累積。 

三、加強農漁村建設，包括道路、生產設施、公共設施、文化娛樂設施等硬體之建設，使生

產環境及生活大幅改善，以彌補其收入之不足；軟體方面，則是福利制度如農保等，更

將積極討論農民年金制度，並透過提高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及補助，使損失減到最低，藉

此等社會安全制度期能更妥善照顧農漁民，此乃因農業生產有其限制，收益有一定限度，

須加強建設與福利制度給予保障。 

四、西元 1995年（民國 84年）以後，GATT將改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是一個以經濟

貿易為主體的世界性組織，會員國可享普遍性的最惠國待遇，貿易糾紛可透過協商來解

決，但不得限制進口、對進口產品須視同本國產品處理。我們須發展高度本土性、高度

競爭力且國內、外均具市場價值之農產品，此外農林廳將爭取更多的國家預算，推動實

現因應對策。 

綜合討論時各農業機關及產銷班代表發言踴躍，共有十六人約四十七項具體建議，整合

各項建議作成以下七點結論： 

一、建請政府增列資金回饋農業加強輔導農業 

二、建議農地重劃放寬使用以技術層面改善問題 

三、外勞僱用問題斟酌開放 

四、農漁業生產設施應補助及改善 

五、積極輔導青年農民參與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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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強農業教育培育第二代農民 

七、加速推廣法之立法以落實農業推廣 

邱廳長在答覆時表示，部分建議已在研究進行中，所有寶貴意見均特記錄、歸納並洽請

相關單位研究辦理。因入關而將受衝擊之產業清單，待談判後，視關稅程度隨時補充列出，

以供參考。土地問題：包括農地開放、自耕農身份認定及農民保險等問題，已有專案小組在

研究或專案報告提審中。建教合作方面：將加強學校與地方農業機關之配合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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