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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農產品的生產品質逐漸受限於環境的因素而無法量產，且生產模式以小農為主，無法達到規模經濟。在我國解除管制

以後，走私加上合法進口的中國大陸農產品，其進出口貿易額有逐年成長的趨勢，不論是大陸從台灣進口或出口到台灣之

農產品總值、抑或台灣從大陸進口或出口至大陸的農產品總值，在過去幾年來均顯著提升。國內目前從事農產品貿易的企

業，主要以一般貿易公司、大農場及產地農民自行成立的企業為主，在合作社和農會方面，主要還是透過貿易商進行外銷

。參與農產品外銷的企業多，規模小且行銷資源有限，無法提升競爭力。大陸於2005年8月1日起，開放台灣18種水果准予

檢疫准入，給予零關稅和採取快速通關等措施，加快台灣水果在大陸海關的通關速度，提高台灣水果在大陸的市場競爭能

力。隨著貿易自由化，兩岸農產品進出口亦趨頻繁，商業平台的建立更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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