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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農業知識經濟發展會議 陳主任委員希煌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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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 

由於張院長還要去高屏地區視察災情，所以先行離開，我們非常感謝院長在百忙之中撥

冗出席這個會議，給我們訓勉，給我們期許。今天也非常謝謝施振榮董事長以及許文富老師、

各部會的長官、各位貴賓、各位女士、以及學術界的先進，謝謝大家在百忙中來參加「加入

WTO農業知識經濟發展會議」。 

我們都知道，過去五十年來台灣農業曾經替國家經濟建樹了相當輝煌的功勞，但是最近

二十年來，台灣農業一直在衰退。有人說這是必然的，農業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衰退，

但是我們檢討一下，為什麼農業會衰退？我們發現農業不必然是會衰退的，世界上有很多以

農立國的國家，像丹麥、荷蘭這些國家的農業經濟持續發展，不影響其為先進國家之地位。 

我們回顧台灣農業發展的歷程，在消費不足的時代，有生產就有市場的時候，我們是以

提高土地生產力，增加農業生產為我們農業施政的目標。在那個時候，我們在小農的基礎上

以提高生產力、增加農業生產、引進新的農業技術、勞力密集的技術，我們都達到目的了，

也造就我國台灣小農經濟的發展。但是到了一九八○年代以後，經濟國際化、貿易自由化以後，

我們發現農業一直在衰退。為什麼到了一九八○年代經濟國際化以後，我們農業就會衰退？事

實上，在封閉的小農經濟時代，我們走的是農業數量經濟發展，以提高生產力達到增加農業

生產的目的，同時也支持國家經濟的發展。但是到了一九八○年代，國內經濟發展達到相當水

準，消費者所得提高了，消費多樣化、精緻化，但是農業還是照樣以數量經濟發展，稱斤論

兩在賣。一九八○年代，我們貿易漸漸自由化了，有國外的高品質，低成本的農產品進來了，

我們還不曉得農業政策要改變，還是以農業數量經濟在發展，所以造成沒辦法跟人家競爭。 

我們回想一下，台灣的農業是以小農經濟為發展的基礎，是以提高土地生產力，以犧牲

資本報酬力來支持土地生產力。國外大農的農業，是以犧牲土地生產力，來支持資本報酬力

的提升。那麼當這兩個農業經濟體不相接觸的時候，小農有小農發展的空間，大農有大農的

發展空間；但是一旦這兩個經濟體接觸以後，我們是以高土地生產力去跟人家高資本報酬力

競爭。在市場經濟裡，高資本報酬力是比較佔優勢的，換句話說，貿易自由化以後，我們是

以劣勢的土地生產力去跟人家優勢的高資本報酬力去競爭。所以今天，我們馬上要加入

WTO，檢討過去，發現我們農業政策在一九八Ｏ年代就該改變，但是我們沒有改變，我們錯

了，所以農業從一九八Ｏ年代一直在衰退。 

我們今天就是要改變過去，由以提高生產力為主軸改變為以提高整體競爭力為核心的農

業政策來推動施政，同時我們要改變以前農業數量經濟發展，改變為今後農業知識經濟發展。

過去五十年來，我們的農業科技已經很發達，但是我們的科技知識沒有市場化、沒有商品化，

因為我們走的是數量經濟發展，我們還是把一大堆農產品運到市場，甚至擺在地上，讓人家

稱斤論兩在揀，我們沒有把它分級包裝，我們沒有把科技知識市場化、商品化，所以我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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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知識不值錢。我們把芒果這麼小，研發到這麼大，結果生產過剩，農民照樣賺不了錢，價

格照樣暴跌，這就是因為我們做的是數量經濟，沒把科技知識市場化、商品化。我經常舉的

一個例子，日本銷售到台灣的餅干盒裡面，包的漂漂亮亮的，一看就知道是日本文化，再把

裡面解開，最後只剩下那麼一點點糖果，也很好吃，裡面有它的科技知識在裡面，他們把文

化知識、科技知識附加到產品上去，所以它的附加價值很高。去年我們也辦理芒果試銷，當

我們台灣的芒果生產過剩，滯銷的時候，我們把它收購，把它分級包裝，一級品弄得漂漂亮

亮的，二級品也弄得漂漂亮亮的，試銷到香港，結果賣的價格比台灣還貴，賣了四十八億新

台幣。我們把三級品以下的送到食品加工場去加工，提升它的附加價值，提高那些格外品的

附加價值。所以，今後我們的農業一定要走知識經濟發展來代替數量經濟發展。 

在加入WTO現階段，很多人講，加入WTO後，台灣農業就完蛋了，因為我們的土地成

本、勞力成本都比人家高，台灣農業大概要關門了，但我認台灣的農業還有相當大的空間可

以發展，如果我們以食品加工帶動農業工業化、企業化經營，農業仍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發

展。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文化，我們過去五十年來的生物科技發展與創新，以蘭花一項來講，

現在在國際上爭得一席之地；我們的種苗每年出口有上百億。所以只要把我們的科技知識市

場化、商品化，農業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發展。我們五千年的飲食文化只到中國餐館，如果

把它食品加工化，運銷到歐美的超級市場，進到每個家庭去，相信我們的農業發展還有相當

大的空間，問題是我們怎麼把農業知識發展這條路走出來。所以今天，在這個即將加入WTO

的關鍵之際，各界對於農業如何因應衝擊，仍有很多疑慮，但是我要告訴大家，本會已研擬

產業因應對策，同時希望藉由推動農業知識經濟發展，促使農業知識、產業結構加速調整，

以提昇產業競爭力。我們這次會議以「因應加入WTO，發展農業知識經濟，厚植農業競爭利

基」為中心議題，分就經濟、科技及社會三個層面，就「如何透過知識創新與運用，促進農

業產業升級」、「如何加強科技研發與運用，以提昇農業附加價值」、「因應知識經濟時代

需求，建立終身學習與永續發展之農村。」等議題歸納為九項子題進行研討。希煌願意就農

業知識經濟發展的內涵及重點方向加以說明，提供給大家作為參考： 

在經濟方面： 

新經濟型態裡，價值的創造主要取決於「創新」、「服務」、「品質」與「形象」等因

素，以前我們的農業生產因素，以「土地」、「資本」、「勞力」為主，今後我們要把知識

當作重要的生產因素來考量。現階段農業生產應著重於追求價值的提昇，必須因應消費市場

需求，開發新商品，提升國產農產品的品質與形象。同時，為塑造優良的農業產銷環境，我

們必須致力於健全產銷組織與運銷體系，以改善農業經營管理模式及提昇農產運銷效率，並

充裕農業資金，以建構知識型產業之資金融通環境，全面促進農業產業的升級。 

在科技方面： 

台灣過去五十多年的農業發展，已奠定了深厚的農業科技基礎，我們的農業科技在世界

上絕對是一流的：如品種更新改良、栽培技術改進、生物技術應用、食品加工發展及農業自

動化的推動等，均有相當的成果。未來農業科技發展方向與重點，應配合知識經濟發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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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重點產業科技研發，突破農業技術瓶頸，並推動科技成果之運用及商品化，以提升農業附

加價值。此外，為加速推廣農業科技新知，今後應強化資訊基礎建設，充實農業資訊品質與

流通，透過資訊科技的運用，提昇農產品競爭力。我們都知道，經濟學家告訴我們，二十一

世紀是經濟競爭激烈的時代，如果在國際上競爭不過人家，就要被淘汰；十九紀，是軍事競

爭激烈的時代，中國因為軍事競爭不過人家，就受到很殘酷的懲罰；二十世紀是政治競爭激

烈的時代，我們面臨國際競爭也受到很多的委曲；今後我們面臨的是經濟競爭的時代，如果

我們的經濟競爭再輸給人家，我們將對不起我們的子孫，因為我們的子孫還要接受很殘酷的

懲罰。我們到中美洲、非洲去看，他們資源那麼豐富，但是他們的人民生活悲慘，穿的破破

爛爛，因此，當經濟競爭不過人家，就將受到很嚴酷的懲罰，所以國際競爭是相當殘酷的。

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的經濟競爭上，一定要取得領先。要經濟作戰，必須要有靈通的資訊系統，

所以我們要加強蒐集及彙整國內外農業相關資訊。 

在社會方面： 

在知識創造財富的知識經濟時代中，知識的創新及運用，需要具備豐富創造力與優質技

術的人才，由於我國農業人力平均教育程度並不是很高，且有老化現象，復以傳統土地利用

型農業不易調整為知識化產業，隨著經濟發展，相較於工商業將產生數位落差；又如農村與

都市之間，在硬體建設、就業機會、農民所得以及農民本身的知識等方面都可能出現明顯的

落差。為解決知識經濟時代農業數位落差的問題，一方面應該提昇農業科技的發展與利用，

培育高知識、具創新精神的農民，並組織農民，改變傳統農業的經營型態，以縮短農業與非

農業的差距；另一方面則應加強農村建設，建立終身學習的農村社會，以避免農業數位落差

可能造成的農村社會問題。 

為了廣納各方意見，為了借重各位專家學者的腦力，為了和大家溝通，取得共識，來發

展台灣的農業知識經濟，所以本會召開這次的農業知識經濟發展會議；在今日大會召開以前，

已經先舉辦四場分區座談會，並分別召開經濟、科技及社會三場分組會議，邀請產、官、學

界代表約五百餘人次，凝聚初步共識，將在今天由本會相關處處長提出分組報告。在此深切

期盼各位學者專家秉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參與熱忱，踴躍提供建言，相信經由各位

的共同參，一定能提供發展農業知識經濟的具體良方，供本會規劃未來的農業政策方向。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蒞臨，敬祝大家身心健康，事業成功，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