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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精致农业”闻名于世的战后台湾农业，以“小小农”的极小规模，走出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
农业与现代科技密集型农业结合、小农户与全球化大市场结合的成功道路。
在战后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台湾的农业发展模式引人注目。
台湾农业在生产、经营、流通和公共服务等各方面不断适应现代经济增长的要求，逐渐形成其独特的
经营模式，为以小农为主的农业经营模式变迁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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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台湾农产品市场销售的外部制度环境：若干法律法规　　台湾农产品市场销售的法律法规
比较健全，主要有《农业发展条例》《农业发展条例施行细则》《农产品市场交易法》《农产品市场
交易法施行细则》《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办法》等，以及与市场运作紧密联系的《农会法》《农民团
体共同运销辅导奖励监督办法》《农产品分级包装标准与实施办法》和《农产品贩运商辅导管理办法
》等。
这些法规规范着农产品市场建设、管理与运行。
一、《农业发展条例》及其实施办法为维持农产品产销平衡及合理价格，主管单位应办理岛内外促销
或者指定农产品由供需双方依契约生产、收购并保证其价格。
为应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稳定农产品产销，由行政部门或者民间对重点农产品设置平准基金。
农民或者农民团体办理共同运销、直销供应工厂或者出口外销的，应被视作批发市场第一次交易，依
有关税法规定免征印花税及营业税。
农民出售本身生产的农产品，免征印花税及营业税。
　　“农委会”应会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对各种农产品或者农产品加工品，实施计划产销，并协调
农业生产、制造、运销各业之间的利益，协助农民或者农民团体实施产、制、储、销一贯作业，并鼓
励工厂设置于农村的工业用地或者工业区内，便利农民就业及原料供应。
　　外销农产品及加工产品，应签订公约，维持良好外销秩序。
主管部门应指定农产品由农民团体、公营机构专责外销或者统一供货。
　　1.对涉农市场销售有关术语做了明确说明　　农产品，指蔬菜、青果、畜产、渔产与最高农业主
管部门指定的其他农林牧渔产品及其加工品。
　　农产品批发市场，指每日或者定期集中进行农产品交易的机构。
　　农民，指直接从事农产品生产的自然人。
　　农民团体，指依法组织的农渔会及农产品生产运销合作社、合作农场。
　　供应人，指向农产品批发市场供应农产品者。
　　承销人，指向农产品批发市场承购农产品者。
　　贩运商，指向农产品生产者或者批发市场购买农产品运往其他市场交易者。
　　零批商，指向农产品批发市场购货，在同一市场内批售农产品给零售商或者大消费者。
　　零售商，指向消费者销售农产品的商贩。
　　农业企业机构，指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公司组织。
　　2.对农业主管部门的任务和职责的规定　　最高农业主管部门规定全岛农产品产销及国际贸易计
划，办理国际农业产销状况及农产品行情报导；地方主管部门制定产销实施方案，办理岛内农业产销
状况及农产品行情报道。
　　该法还规定，农产品交易不得垄断、操纵价格或者故意变更质量，谋取不正当利益。
　　3.对农产品共同运销的规定　　农产品的运销应由农民团体办理共同运销，有以下两种方式：一
是供应再贩卖或者加工为目的的批发交易；二是供应直接消费为目的的零售交易，农民团体未办理共
同运销的农产品和地区，由农民自行办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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