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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海峡两岸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益热络，两岸关系冰雪消融，进入春暖花开的时节
。
为进一步增进海峡两岸农经学者的相互了解与沟通，推动两岸在农业经济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与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学系合作，于2009年8月18日在北京共同主办
了“新形势下海峡两岸农业合作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海峡两岸农业经济研究领域的60多位专家、学者，就新形势下两岸农业合作与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
广泛、深入的研讨交流。
　　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政策顾问团团长万宝瑞同志主持了开幕式，中
国农科院院长翟虎渠教授和台湾中华农学会董事长陈希煌教授分别做了题为《加强两岸农业科技交流
与合作推动农业与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与海峡两岸经济——以农业交流为例论
述》的主题报告。
　　翟虎渠院长指出，两岸在农业领域的科技发展各具优势、各有特点、互补性极强，加强交流与合
作必将为两岸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应当进一步拓展两岸相关科研、教育和民间机构的合作渠道，加强两岸农业科研
领域的人员交往和学术交流，多领域、多形式、多渠道开展交流与合作，推动农业与农村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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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讨会在紧张而愉快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会议时间虽短，但内涵丰富，信息量大，与会者深感受益良多，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两岸农业互补优势明显，具备合作发展的基础和空间，两岸农业产业升级的共同
需要，必将为两岸农业合作带来新的契机。
未来两岸农业科技、经济与贸易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势必更加深入，两岸农业发展之前景广阔、值得
期待。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和台湾农业经济界有着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基础，这次会议的成
功举办，必将进一步增进彼此间的深入了解和友谊，推动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向深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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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统的地区经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只能就地区内供需思考推动经济成长，缺乏市场导向的优势
考虑，地区经济的建构囿于区域内的自然条件与社经环境，无法产生地方特色与优势条件的互补，不
能发挥竞争优势，无助于经济发展。
非洲许多资源丰富国家，因缺乏区域整合与技术互补，经济落后，即此原因。
　　区域落差存在着阶段性的差异，在消费不足的封闭经济时代，有生产就有市场，增产是经济发展
的目标，走的是“数量经济发展”，是技术导向的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到达某一水平以后，与国际市场接触频繁，经济国际化与贸易自由化，国际竞争升起。
国际竞争是效率面的竞争，它牵涉到技术效率、管理效率与营销效率的竞争，是价格导向的经济发展
。
效率面的因应必须随价格变动而调适，需要运用技术面与经济面的知识，走的是“知识经济发展”。
所以，我们认知经济发展是一种程序，有其阶段性的演进，地区发展的阶段不同，就产生阶段性的差
距。
　　经济发展的程序是由基础建设开始的，再引进技术以开发产业，然后建构完整的组织与制度，让
产制销链连接，走向现代化发展。
发展的程序有其演进阶段的过程与进展的时程，整个发展的经历牵涉到个别地区的自然条件、科技水
平、社经背景，以及人才的培育，区域间由于背景条件，发展阶段与进展时程的不同而有差距，区域
经济的组合与发展，正可弥补此一缺陷。
　　区域经济发展有两个作用，一为供需面的互补，此即资源互补、阶段性互补，以及产品互补，如
此可以扩大生产机能与产品市场；二为效率面的互补，以生产技术与管理技术的交流增进营销效率，
提升市场竞争力，奠定现代化经济发展。
规划区域经济，先要了解各地区的优势条件，以优势互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供需面的互补着重生产面的考虑，以追求技术效率达成政策性目标；效率面的互补则以价格为核
心考虑，追求市场效益提升产业生产价值。
这些运作都需要引用多方面知识，在今日知识经济时代，区域经济的组合发展，知识创新与运用知识
的能力与效率，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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