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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台农业经贸合作的基础、特征与机制 

周婷婷  乔雯 

宁波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 要】浙江与台湾两地农业发展存在的竞争性与互补性是两地开展农业经贸合作的重要基础。随着 ECFA的签

订与实施，浙台农业经贸合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分析浙台农业经贸合作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浙台农业经贸

合作机制的措施，包括沟通协调机制、农业产业链对接机制、农产品市场营销合作机制和农业风险防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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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6月 29日，海峡两岸成功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 ECFA)，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进入了制度化合作的阶段。ECFA

的签订与实施，不仅推动两岸经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为两岸农业深度合作夯实了基础。作为大陆与台湾交流合作

最为密切的省份之一，浙江与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连、习俗相通、资源互补，拥有开展农业合作的良好条件。近

年来，两地农业经贸合作内容不断扩大，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但尚未形成双赢互惠的长效合作机制，因此有必要对新形势下浙

台农业经贸合作的基础与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为构建合作双赢的两地农业经贸合作机制提供决策支持。 

一、浙台农业经贸合作的基础 

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理论表明，区域经济竞争与要素互补是影响并决定区域间是否开展及如何开展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

因此，浙江与台湾农业的竞争性与互补性是两地开展农业经贸合作的重要基础。 

(一)浙江与台湾农业的竞争性 

浙江与台湾农业的竞争性主要体现在： 

1.农产品出口商品结构相似。台湾出口的主要农产品包括鳗鱼、吴郭鱼、石斑鱼、蝴蝶兰、文心兰、毛豆、鸭肉、香蕉、

茶叶、芒果等产品；浙江农业已经形成了蔬菜、茶叶、畜牧、水果、食用菌、蚕桑、中药材、花卉苗木、淡水养殖、竹木等十

大主导产业，这决定了浙江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农产品主要是水产品、茶叶、蚕茧、食用菌、蜂产品、花卉苗木等劳动密集型

产品。可见，两地农产品出口均以水产品、花卉、水果和畜禽产品为主，特别是在茶叶、花卉苗木、鳗鱼类水产品出口上存在

较强的竞争性。 

2.农产品出口目标市场相似。美国、日本与欧盟同为浙江与台湾省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特别是两地水产品出口的第一

大市场均为日本，重合度高。出口商品与出口市场的相似性表明，两地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将更加突出。 

(二)浙江与台湾农业的互补性 

浙江与台湾农业的互补性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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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资源。土地资源方面，浙台两地均为人多地少的省份，且山地丘陵占地面积大，但浙江的宜农荒地、可养水面面积

较大，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台湾的土地利用率明显高于浙江，早在 1996年台湾的土地利用率就已达到 24.22%，高于浙江同期

15.85%；农业劳动力方面，2013 年浙江与台湾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 13.7%和 5.0%。浙江农业劳动力资源更

为充裕且价格更为低廉，这是吸引台商在浙江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资金与农业技术方面，台湾不仅是当今世界拥有资金最充

裕的地区之一，同时在农业研发方面的优势突出，农业科技贡献率达 60%以上。台湾在计算机农业应用、胚胎移植、基因工程、

微生物发酵工程及一些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运等方面具有较多经验。台湾充裕的资金与先进的农业技术正是浙江

农业发展所需要的。而浙江在杂家水稻育种、水生生物研究与人工养殖生物技术等方面则具有相对优势，可供台湾农业借鉴。 

2.农业市场化水平。尽管近年来浙江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主体发育较为迅速，工商企业、民间资本投资农业日趋活跃，

但农业市场化程度远远低于台湾。台湾在乡村治理方面不仅强调政府的力量，更注重发挥农会组织的作用。台湾基层农业组织

的发展经验可为浙江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3.农产品贸易。台湾的热带水果如芒果、菠萝、莲雾、香蕉等深受浙江市民的欢迎，而浙江的西兰花、杨梅、蚕茧、食用

菌、中药材等在台湾也具有一定知名度；尽管两地的花卉均具有比较优势，但品种存在差异，台湾主要出口蝴蝶兰与文心兰，

浙江主要出口苗木与鲜切枝/叶；浙江出口的水产品以加工品为主，台湾地区则以鲜活冷藏及冻鱼为主，尤其是 ECFA实施以来，

浙江与台湾的渔业合作快速升温。 

4.农业发展阶段。浙台两地农业发展阶段不同，实行的农业发展策略也不尽相同，这也为两地农业合作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根据李昌平(2006)对两岸农业发展阶段的划分，目前浙江省农业发展处于追求价格效益的第二阶段，以生产经营的组织化、农

产品的特色化、农业发展的有机化与休闲化为主要特点；台湾已经经历了该阶段，目前处于追求市场效益的第三阶段，以资本

与技术高度密集化、农产品的品牌化与标识化、农业发展的精致化与生态化为主要特点。 

二、浙台农业经贸合作的特点 

受惠于两岸直航、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政策与协议的实施，近年来浙江与台湾之间

的经贸合作发展迅速。2010 年 6 月，浙江省长吕祖善率浙江省代表团访问台湾，重点就两地深化农业合作进行了交流，此后浙

江与台湾农业经贸合作步伐明显加快，并呈现以下特征： 

(一)农产品贸易量值稳步扩大，但总体规模偏小 

近年来，两地农产品贸易量值逐年递增，浙江对台农副产品出口额从 2009年的 0.85亿美元稳步提升，并于 2012年首次突

破 1亿美元。从贸易结构来看，浙江出口台湾的农产品按照重要性主要包括水产品、农副产品加工品、羽绒羽毛和已焙制麦芽，

从台湾进口的主要品种包括水海产品、皮革毛皮制品与热带水果。特别是 2010年 ECFA生效后，文心兰、金针菇、香蕉、茶叶、

活石斑鱼等 18种台湾农产品出口大陆的量值快速增加，浙江从台湾进口的农产品规模明显扩大，特别是以石斑鱼为代表的水产

品和以凤梨、芭乐、芒果、莲雾和释迦为代表的热带水果进口增速明显。 

总体上看，两地农产品贸易规模偏小。2013年福建与台湾农产品贸易总额突破了 12亿美元，浙江与台湾农产品贸易规模则

不足 2亿美元；2011年浙江对欧盟、美国、日本、韩国、东盟等主要市场的农副产品出口额分别为 21.6亿美元、16.9亿美元、

16.0 亿美元、5.6 亿美元和 6.2 亿美元，而对台湾农副产品出口额尚未超过 1 亿美元。浙江与台湾的农产品贸易规模有待进一

步扩大。 

(二)台商对浙江的农业投资大幅增加，但农业产业链条有待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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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对浙江的农业直接投资份额总体偏小，2008年台湾对大陆的农业直接投资中浙江仅占 2.4%。近几年来，随着浙江的台

商投资平台建设加快，台商在浙江的农业投资明显增加，主要集中在台湾农民创业园和浙台经贸合作区。截至 2012 年 12 月，

总规划面积达 139平方公里的 7个台湾农民创业园引进项目近 20个，实际到位资金 4千多万美元。 

在投资领域方面，台湾方面统计数据表明，1992—2010 年台商对浙江省涉农投资金额为 2.6 亿美元，主要集中在食品制造

业，近几年投向休闲观光农业与农业服务业的金额稳步增长。但涉及的农业产业链条偏短，台商在浙江的农业投资主要集中在

农产品加工、销售等产后部门，对农业科研、农业生产资料等产前部门和农作物种植、畜禽养殖等产中部门的投资偏少。此外，

两地在产业信息链、组织链与物流链上的投资合作处于起步阶段，投资产业链条有待进一步延伸。 

(三)双边农业考察与科技交流活跃，但普遍存在重复性问题 

浙台两地农业考察比较频繁，且层次较高。相关统计表明，2009—2011年，到浙江专门进行各类农业考察的台湾团组达 20

多批次，浙江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频频赴台考察，涉及农业生产、休闲农业、基层农会、产销班、农场、农业园区、休闲

农庄、花卉园艺、农产品加工流通和一些知名农业企业及农村社区营造、农村社会管理等诸多领域，且不少对台合作的重点县、

市、区和台湾有关农业组织方面已经签署了农业合作协议。 

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浙江从台湾引进了不少先进适用的农作物品种，主要包括白玉苦瓜等蔬菜

品种，凤梨释迦、莲雾等热带水果品种和虱目鱼、泥鳅等水产品品种；二是两地农业领域举行学术研讨会或交流会的频率增加，

较为典型的包括“浙台休闲观光农业论坛”、“两岸农渔水利合作交流会”和“浙江·台湾合作周”等；三是浙江嘉兴、丽水、

衢州、舟山等市邀请台湾涉农专家来浙讲课，指导农民组织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有针对性地提供农业技术。 

但无论官方考察还是民间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内容普遍存在重复性问题，涉及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的诸多方面，这使

得交流与考察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有待进一步明确，各县、市、区应结合不同阶段农业发展的重点和难

点问题进行交流与合作。 

(四)双边农业合作平台建设取得突破，但其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除传统的台商投资区外，近年来设立的台湾农民创业园和浙台经贸合作区成为两地农业合作的优良平台。截至 2012年底，

浙江省陆续设立了 7 个国家级和省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分别位于仙居、苍南、慈溪、庆元、秀洲、吴兴和莲花等地；设立了苍

南、象山石铺、舟山普陀、玉环等 4 个省级浙台经贸合作区。上述园区的建设有助于推进浙江和台湾两地的农业合作，扩大农

业交流空间，实现两岸优势农业资源的有效对接。 

博览会也成为销售台湾农产品的良好推介平台。浙江省举行的农博会和有关市县区举办的食博会、茶博会和森博会都设立

了专门的台湾农产品与食品展区和展位，展会产品比较丰富，包括水果、花卉、茶叶等农产品、台湾特色食品、种子种苗、农

机局等，这不仅有助于加深消费者对台湾农产品的认知，也带动了相关产品的销售。 

此外，在宁波象山、金华义乌等地设立的台湾农产品及其他商品直销点、温州苍南打造的台湾风情小镇、嘉兴南湖打造的

农村现代社区也有助于推动两地农业贸易与投资进一步发展。 

总体上看，上述平台设立时间偏短，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如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招商引资数量偏少，园区应发挥的带动

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尚不明显，此外，经贸合作区与农民创业园自身的定位有待进一步明确，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浙台农业经贸合作机制建设现状与完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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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台农业合作机制建设现状 

近年来，双边开始重视农业合作长效机制的构建，也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主要包括：1.省级层面，浙江将对台农业合作交

流纳入了新农村试点建设范畴，形成了由省农办、省台办牵头的，各有关部门、高校和科研单位共同参与的对台农业交流合作

机制；2.2009年 12月，浙江省新农村建设促进委员会与台湾财团法人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在杭州签订《浙台农业合作协议》，对

浙台农业合作和产业对接进行了布局规划；3.2012 年 1 月，浙台经贸合作研究中心在苍南成立，这是地方设立的首个对台经贸

合作研究平台，旨在为苍南县开展对台经贸合作提供智力支持，推动苍南浙台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但总体上看，浙台两地农业

合作机制处于初步建立阶段。 

(二)浙台农业经贸合作机制完善措施 

1.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为了有效解决两地未来可能产生的农业贸易争端，实现农业合作的互利双赢，浙台两地应建立

起由农业专家、政府决策人士和产业界共同参与的磋商和协调机制，共同协商合作战略与重点领域；发挥台湾省农会、农业合

作社等农业组织与浙江省农业组织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增进两地基层农民之间的了解与互信；建立与完善有关渔业纠纷、农产

品走私问题及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制度和实施细则。 

2.构建农业产业链对接机制。从农业生产过程看，农业产业链应有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行各业构成，浙江与台湾农业产

业链条构建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两地应该建立产业链对接机制，使得两地在农业信息链、可拓展价值链、组织链和物流链上

实现有效对接，在此基础上延伸浙台农业合作产业链，以进一步实现农业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 

3.建立农产品市场营销合作机制。浙江省应建立浙台农产品直销网络，努力将浙江打造成台湾农产品输入的区域物流集散

基地，并发挥台资涉农企业出口创汇的竞争优势，携手浙江本地企业共同开拓国际农产品市场。政府应定期为产销企业提供信

息，组织召开产销对接洽谈会，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组织力量监督产销对接协议的执行。 

4.建立农业风险防范机制。加强浙台农业资源数据库的建设和管理，实现优势互补与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业主管部

门、行业协会和商会及有关组织和企业分工合作、协调运转的预警联动机制，构建浙台农业产业损害预警工作体系，以防范相

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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