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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企業化經營的必要性

(一)兩岸農業經營現況

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
●老農：農民平均年齡超過63歲； ●農戶數多：超過2億戶。

●小農：平均每戶經營規模1公頃； ●小農：平均每生產戶面積7畝地。

●兼業農：佔農戶數75%； ●勞力老化，勞動力不足。

●糧食自給率：略超過三成； ●糧食自給率：約90%；

●農業GDP占比：占全部GDP的1.8%。●農業GDP占比：占全部GDP的7.92%。



國發會2018年8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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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企業化經營的必要性

(二)勞動人口更趨老化-台灣狀況

人口數變化 人口結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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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企業化經營的必要性

(三)小農經營供銷問題(1)

農委會科技處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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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企業化經營的必要性

(四)農業企業化經營意義與效益
●意義：兩岸面臨生產結構的轉型，推動農業
企業化經營，將是農業改革的重要手段。除
秉持企業經營追求營運企業化、產品商品化、
工作效率化、目標利潤化及運作組織化的方
式來經營農業；兼顧農業經營本質，除提供
優良安全農產品，並注重農業生態環境與永
續發展的特性，所形成有機事業體。

●效益：強化農業生態維護外，加速傳遞政策、
技術、知識、觀念；經由自我管理，提升品
質安全與經營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偏高，加
強國際競爭力。農村的勞力穩定與農民能力
得以適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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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對地
綠色環境給付

推廣友善環境
耕作

提升畜禽產業
競爭力

穩定農民收益
農業資源
永續利用

科技創新
強勢出擊

建立
農業
典範

(一)台灣農業施政願景與主軸

確保農產品安全
建構農
業安全
體系

提升糧食安全

幸福農民、安全農業及富裕農村的永續農業
提升
農業
行銷
能力

提高農業附加價值增加農產品
內外銷多元通路

十大重點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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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推動政策與策略

主軸

願景

資料來源：農委會報告修正



二、兩岸推動政策與策略

(一)台灣方面-2.農企業輔導策略
●政策輔導：建立科技產業聚落、組成創新產學
研聯盟、整合育成中心、協助資金融通與募
集、設置產業資訊平台與人才培育等。

●科技協助：與學研單位合作引進新技術或產學
科技合作計畫解決產製銷問題。

●組織輔導：整合小農種植土地利用型作物，組
織規模化經營，必須與當地農、漁會農民團
體，大專業農及各產業產銷班合作，媒介農
民參予，導入合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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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生產 財務人資 研發 資訊

台灣農企業經營發展遭遇的問題，分為生產、行銷、
人事、研發、財務及資訊六大構面，透過各種策略
措施加以輔導。

9資料來源：農委會報告

二、兩岸推動政策與策略

(一)台灣方面-3.農企業輔導措施

產業聚落
科技園區

國內外參
展與推廣

跨預培訓
菁英訓練

產學聯結
創新育成

資金融通
上市上櫃

產業情報
交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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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推動政策與策略
(二)大陸方面-1.農業方針

●方針：2018年大陸國務院發布「關於實施鄉村

振興戰略的意見」，延續處理農業、農村與農

民的「三農」問題，邁向鄉村振興道路。

●願景：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

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

家園。

●階段目標：至2020年鄉村振興制度框架和政策

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與農業農

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

達到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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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推動政策與策略
(二)大陸方面-2.農業產業政策

●2018年大陸在兩會之後，發佈財政重點強農
惠農政策，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產銷
結構〞改革，加快農村現代化。

●在政策布局下，強化農企業與農民聯結機制，
引導小農分工分業發展，帶動農民生產技術、
經營觀念改進，讓農民參與產業鏈各環節，
促進產業六級化的融合，加速產業結構調整。

●農企業在振興農村戰略與加速農業結構的調
整，占有關鍵性的角色，在政策指導下，提
供具體輔導措施。



二、兩岸推動政策與策略

1.支持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發展
●培訓新型職業農民100萬人，由有能力的農民合作

社、專業技術協會及農業龍頭企業擔任培訓。

●扶持農民合作社和家庭農場發展綠色農業、生態
農業，提高標準化生產與加工、行銷能力。

●支持專業化農業組織，提供小農戶社會服務，集
中推廣現代化生產。

●提供大農、家庭農場、合作社、農業社會化服務
組織及農企業等經營的低率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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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方面-3.農企業輔導措施



二、兩岸推動政策與策略

2.支持農業調整產業結構
●對具有區域優勢、地方特色的農業，啟動綠色
生產、產業鏈經營、產業融合等措施，打造區域
公用品牌、企業品牌和產品品牌，推廣高效、安
全、節能與環境友好的發展模式。

3.支持農業融合發展
●引導優勢特色產業深化農業一二三級產業融合
發展，提升產業價值鏈；發展休閒農業、智慧農
業、農業文化產業，拓展農業多功能性。

4.其他
●加強基層農民推廣體系；提供農企業經營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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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方面-3.農企業輔導措施



三、農業企業化經營的模式

1.農企業經營涵蓋六級產業

資料來源：宇智顧問公司(農委會委託計畫) 14

(一)農業企業化經營範疇

農
企
業
範
疇

●以農業的六級產業為核心，以企業經營為骨幹，形
成生產、加工、製造、與行銷的產業經營群。

●對於結合土地利用型或農民生產的農企業，帶動產
業經營轉型效益大，但工作繁雜，政策應多協助。

●



三.農業企業化經營的模式
(二)農企業與農民合作體系

(1)農業業包含公司行號、農民團體、合作社場等。
(2)衛星場包含大專業農、產銷班、家庭農場等。

政府

衛星場(2)

農企業(1) 農民
1. 農民出租農地，不參與經營
2. 農民出租農地，參與經營(領工資)
3. 農民組成農企業，農民為股東
4. 農民以農地或技術入股，參與經營

法規管理
扶持獎勵

計畫生產
契作管理
資金融通

技術輔導
災損協助

綠色生產
資材管理
代耕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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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業企業化經營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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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模式-台灣地區(1)

註：訪談資料整理

●瓜瓜園農企業--專注於甘藷產業精緻化發展，整合1000
戶以上農戶的農田為生產平台，秉持綠色生產、創新研
發與永續發展的宗旨，帶動農民新的技術、管理與觀念
從事六級產業發展。



三、農業企業化經營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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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模式-台灣地區(2)

●白肉雞契養模式有三種：1.代工占27%；2.保價收購
占17%；時價收購占56%。

資料來源：農委會畜牧處提供2016年資料

●台灣地區家禽產業為農企業與養殖戶做垂直統合經
營程度最高者。家禽養殖超過6800戶，參加農企業
契養程度約九成，其中白肉雞農參加比例約99％。



三、兩岸農企業經營模式分析

1.土地利用型農企業農地來源

資料來源：MBA智庫百科-農業企業化經營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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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模式-大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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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岸農企業經營模式分析

2.公司股份型農企業：

●由集團經濟組織對所有土地測量與評估、按質折成
股份，按人均分。農技部門以技術折股，集體以其
累積折股，共同組成股份公司經營。

●入股戶可以參加生產活動；也可以不參加。

3.農業龍頭企業：

●涵蓋三個產業，可以是生產加工企業，可以是中介
組織和專業批發市場等流通企業。

●肩負有開拓市場、創新科技、帶動農戶和促進區域
經濟發展的責任，帶動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
帶動商品生產發展，推動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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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模式-大陸地區(1)

資料來源：MBA智庫百科-農業企業化經營報告整理



三、兩岸農經營模式分析
(二)農企業經營模式案例-大陸地區

●國家級龍頭企業的標準:(一)固定資產5000萬元以上；近
3年銷售額2億元以上；產地批發市場年交易額5億元以上。
(二)企業資產負債率小於60%；產品轉化增值能力強，有
抵禦市場風險的能力。(三)帶動農戶能力強，產銷各環
節利益聯結機制健全;有穩定較大規模的原料生產基地。
(四)產品具有市場競爭優勢。

●有金融、財務支持，稅收優惠等政策。但對於農企業帶
動農戶利益連結方式、帶動農戶數、增效情形以及對農
戶生產經營服務及農業環境保護情形進行考核。

4.組織經營模式

●農企業＋專業合作社＋農戶

●農企業＋基地 ＋農戶

●農企業＋農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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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合作尋找新契機

●兩岸重視農業、農村及農民的「三農」問題，
但面臨農業勞動力不足、老化以及經營規模狹
小、國際競爭力低等不利因素，必須轉型朝向
規模化生產。農業企業化經營雖不是新的觀念，
卻是推動的時機。

●兩岸在推動農業企業化經營，各有發展策略與
輔導方式，也取得相當進展與成果，雙方可交
流經驗，激勵新的經營模式。

●除了農企業發展外，台灣農企業到參與大陸農
民創業園區投資經營的家數眾多，宜協助盤點
或檢討，以強化兩岸經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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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經驗的交流與探討



四、兩岸合作尋找新契機
(二)尋求農企業最佳經營模式

1.國際經驗的探討

●國際大型農企業藉整併，掌握智慧財產、尖端科
技、大數據與關鍵技術，強化堅實的競爭力。探

討國際大型農企業經驗模式與各國政府輔導政策，

共同籌畫兩岸未來發展策略，可為重點議題。

2.兩岸經營模式的探討
●兩岸對於農企業政策輔導方式的探討。

●農企業經營型態優劣分析與建立最佳經營模式。

●農企業追求利潤與企業責任之調和性。
●農民參與農企業經營的權利保障與穩定性。

●推動農企業經營相關配套措施的週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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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合作尋找新契機
(三)強化農企業對農業機能性重視

1.農企業兼顧農業本質實踐與探討
●農企業追求組織、效率與規模化以及創新發展，此為

經營方式的調整與轉型，如回歸農業本質，應重視產
品衛生安全、農業生態環境維護，促進農業永續經營。

●兩岸對綠色農業、有機農業、生態農業都投入相當關
注，分別實施「三品一標」及「四章一Q」制度，保
護消費者權益。兩岸可就農企業對生產環境維護、農
民收益的提升、經營風險與農產品品管等議題探討。

●台灣民間各協會、基金會與大陸民間團體合作就農業
企業化過程與經驗從事交流與合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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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合作尋找新契機
(四) 農民創業園區議題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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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在1997年推動「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在2006
年推動「台灣農民創業園」政策，吸引台灣有經驗、
有技術農企業與優秀農民前往投資佈點。

●大陸在2018年2月宣布31項惠台措施，給予台資企業與
大陸企業同等待遇或逐步同等待遇；高技術減徵所得
稅，設備全額退增值稅，並提供農企業購置農機補貼
優惠與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優惠等。

●台資農企業協助帶動大陸農業發展，但遭遇農產品出
路、發展機遇、經營理念差異、以租賃農地抵押貸款
困難、工資上漲壓力等相關問題，這些議題值得關切。

●台資農企業在大陸發展，也衍生兩岸農產品貿易競爭
與品種技術問題之爭議。但在台灣本地，如何強化國
內農企業、農民組織、合作社場輔導、大專業農與產
銷班重整來提升競爭力等議題應嚴肅思考。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