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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民國 91 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雖然我國必須依據入會承諾

及規範開放市場及降低關稅，惟相對我國也可在最惠國待遇之基礎下，提供國

產農產品出口的機會。拓展農產品國際市場為確保臺灣農業永續發展及面對全

球化競爭之利基所在，先後於 93 年推動「加強農產品國際行銷方案」、96 年

推動「加強農產品全球佈局行銷計畫」、99 年推動「強化農產品全球市場深耕

計畫」及 104 年起推動「農產品國際拓展行銷計畫」，以「建構貿易環境，推

動外銷型農業」、「建立農產品國際形象，拓展國際行銷通路」及「協助農產品

出口及提高農民收益」為目標，積極辦理農產品國際行銷工作。 

依農委會資料顯示截至 103 年執行成果，農產品出口值為 52.6 億美元，較

102年成長 3.7%。另掌握兩岸直航與ECFA簽訂開啟農產品出口中國大陸契機，

辦理各項促銷宣傳活動，積極開拓中國大陸市場。103 年農產品出口中國大陸

金額為 9.2 億美元，較 102 年成長 8.6％，其中石斑魚、鳳梨、觀賞魚、芒果

及蓮霧等品項，出口值較 102 年增加逾 100 萬美元。然而過度集中大陸市場亦

給農業帶來風險，日本、東南亞，甚至歐美國家都應是更需要開拓的市場。 

104 年農產貿易值為 193.9 億美元，占貿易總值(不含復進出口) 4,921.5

億美元之 3.9％。全年農產貿易出口為 48.8 億美元，進口為 145.1 億美元，

進出口較上(103)年齊減，惟進口值縮減幅度較大，致入超 96.4 億美元，較上

年縮減 7.5億美元或 7.2％。其中，魚類及其製品為我國最大出口農產品項目，

104 年出口值 14.3 億美元；在水果及其製品的出口部分，104 年出口值 2.4 



億美元，較上年增加 17.7％，主因鳯梨、芒果、及釋迦等生鮮冷藏水果出口

增加。 

對主要國家進出口概況，104 年農產品以輸出中國大陸最多，占農產品出

口總值 20.5％；其次為日本占 15.9％，再者美國、香港及越南分占 10.2％、

9.8％及 9.1％。與上年比較，以泰國、印尼、越南及香港減少 6.5、6.3、6.1 及 

5.9 億美元(-22.7％、-33.9％、-12.0％及-11.0％)較多，係因鰹魚、鮪魚、羽毛

及牛皮革出口縮減所致，而韓國出口則增 2.6 億美元(+13.1％) ，主係羽毛、

植物油、生鮮冷藏芒果出口增加。 

總統蔡英文競選時，提出將參考 Zespri 紐西蘭奇異果公司，成立國家級農

產出口公司的政見將兌現。農委會規劃 105 年下半年籌組「臺灣農業國際開發

公司」，全力整合，把臺灣農產品打入國際市場。臺灣國際農業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已於 105 年 8 月 18 日登記設立，由陳郁然先生擔任董事長，並於 12 月 5

日召開記者會，說明公司相關業務。該公司肩負農產進出口、技術輸出、海外

投資與資材外銷等任務，未來將在「不與民爭利」、「擴大新興出口市場」的前

提下，以外銷為導向，重整農產品契作生產、集貨、品管、建立品牌及海外行

銷等外銷供應鏈，以「臺灣」為整體品牌對外推廣及行銷，與國外市場通路建

立多元合作關係。 

農產外銷不易，不僅要面對國際環境之變化與趨勢：(1)農產貿易面對 WTO

新回合削減或取消扭曲貿易之補貼，以及擴大市場開放與降低關稅之自由化潮

流，另亦面臨與各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取消關稅之壓力；(2)各國對於進口農



產品之衛生、安全要求提高；(3)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地區與臺灣農產品出口形

成競爭態勢，同時，要面對國內環境問題：(1)臺灣屬小農經營結構，外銷產

品質、量穩定性有待加強；(2)亟待改善農產品物流條件及建構強有力之行銷

體系；(3)尚待建立外銷品牌及凝聚行銷宣傳效益。 

外銷是整體銷售的重要部分，但各有不同國家市場特性及規範，在國內外

環境下當前農產外銷的問題與機會為何？政府對於農產外銷之布局與策略為

何？其對於我國生產及農民所得又能帶動多大的成效？「臺灣農業國際開發公

司」有何影響值得期待？以及農產外銷在整體農業政策及農業發展居於什麼地

位？這些議題都值得加以探討，並從更廣、更長遠的角度來思考。 

由於新政府對於農產外銷賦予高度期待，特別是在「臺灣農業國際開發公

司」成立伊始，農產外銷在我國農業發展中之政策涵義更值得各界來關注。臺

灣農村學會長期以來秉持著對於在地與國際農業發展的關心、投入與研究，更

宜在此時此地提出爾後實施的建言。因此，特別主辦本場之「農產外銷」政策

座談會，邀請產官學各界齊聚一堂共商農業大計。 

 

  



二、議程 

時間：106 年 1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2:00～5:00 

地點：臺北教師會館(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15 號) 

主辦單位：臺灣農村經濟學會 

 

時    間 議    程 

13:40-14:00 報到 

14:00-14:05 致詞 楊明憲 理事長 (臺灣農村經濟學會) 

14:05-14:30 專題報告：我國農產外銷策略與現況 

報告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4:30-16:30 主持人：彭作奎(亞洲大學講座教授、前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與談人： 

 陳俊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處長) 

 吳榮杰(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前臺灣農村經濟學會理事長) 

 李皇照(國立中興大學行銷系退休教授、前臺灣農村經濟學會理事長) 

 陳郁然(臺灣農業國際開發公司董事長) 

 賴默亞(福爾摩沙物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黃澄清(玉井區農會總幹事) 

 胡世銘(前外銷香蕉業者聯誼會召集人) 

自由討論 

16:30-16:5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回應與說明 

16:50-17:00 總結  楊明憲 理事長 (臺灣農村經濟學會) 

 

  



「農產外銷」政策座談會 

討論題綱 

 

1. 農產外銷政策的目標為何？ 

2. 農產外銷政策的相關策略為何？ 

3. 農產外銷與農業發展之關係為何？ 

4. 農產外銷的機會與挑戰為何？ 

5. 農產外銷的困難與限制為何？ 

6. 農產外銷之國際市場定位與布局為何？ 

7. 農產外銷與內銷之差異為何？ 

8. 小農生產如何參與農產外銷？ 

9. 臺灣農業國際開發公司在農產外銷所扮演角色為何？ 

10. 臺灣農業國際開發公司與其他外銷單位及農民之關係為何？ 

  



 

































 

  



 

 

 

 

 

 

 

 

與 談 報 告 

 

李皇照 教授 

  



 

 



台灣農產品外銷市場和產品分散度 

單位：公噸、千美元 

 

台灣農產外銷待突破之瓶頸 

 農產(品)國際市場資訊與統計資料有待充實 

 農產品外銷供應鏈體系和支援系統尚待完善 

 農產品國際拓銷集中於特定產品與市場 

 外銷農產品參與國際展會欠缺整合機制和經濟 效益評估 

 持續性台灣外銷農產品之品牌化活動有待強化 

 農產外銷大多著力於原始形態初級品，輕忽投 入因素、加工品、技術、

智財權等套裝輸出 

 



農產外銷政策之策略思考 

 農產品產銷失衡 VS. 農產品外銷 

 農產品外銷供應鏈 

 農產品生產規劃 

 投入因素 

 田間管理 

 採收與採后處理 

 運銷活動與出口作業 

 市場准入(SPS、關稅…) 

 進口國境內配銷作業 

 購買與消費 

 

  

果品外銷供應鏈活動 

生 

產 

前 

規 

劃 

生 

產 

管 

理 

與 

採 

收 

集 

運 

與 

包 

裝 

作 

業 

運 

銷 

與 

出 

口 

作 

業 

檢 

疫 

與 

輸 

入 

作 

業 

境 

內 

配 

銷 

活 

動 

購 

買 

與 

消 

費 

出口國 進口國 



  





  



  



 

 

 

 

 

 

 

 

 

 

 

 

 

與 談 報 告 

 

 

張耀裕 

(斗南鎮農會供銷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