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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峡两岸以不同的方式解决农地所有权问题，但对农地利用问题的解决却都不尽理想，在制度上
尚无一行之久远的规范，在与环境的关系上，也因所采取的手段不当，两岸经常遭受“大地反引、”
所带来的灾难。
《喜玛拉雅学术文库·经济探索系列：两岸农地利用比较》除了探讨大陆农地利用政策的演变之外，
也揭示了台湾农地利用政策及农地滥用的后果。
台湾省与福建省隔海相望，两岸的环境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对农地的利用却有相当大的差异。
　　本书重点在于比较两岸农地利用的各个方面，包括农地利用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条件、农地资
源的差异、农地利用的现状、农地开发、农地利用管理，以及农地利用与生态环境。
同时对两岸农地利用政策，也提出一些值得参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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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光复后政府为增加粮食生产及配合肥料工业之发展，乃由政府透过农民组织统一办理肥料配销。
1950年起，农民一律须以稻谷交换肥料，肥料换谷制度从此确立。
初办时台湾化学肥料几乎全靠进口，而后由于肥料工业之发展，逐渐改用自产肥料。
　　通过肥料换谷措施，政府以偏高之换谷比率充分掌握食米。
1952～1968年，每年肥料换谷数量平均达到35.7万公吨，约为政府收入公粮之60%以上，是政府掌握粮
源之主要手段，同时也是政府强制征收农业剩余的方法之一。
　　（三）田赋征实与随赋征购　　除肥料换谷外，政府尚采取田赋征实与随赋征购等办法，将农民
手中剩余之稻谷强制以无偿（如田赋征实）或低价（随赋征购）转移至政府手中，其数量相当庞大。
　　（四）平稳粮价　　台湾光复之后，政府对于米价采取弹性管理政策，由政府掌握充分之粮源，
用“以量制价”之方式，机动调整市场供需。
政府常以抛售食米方式，来稳定市场价格，避免米价之过度波动而带动其他物价之上涨，并将食米价
格维持于较低之水准，以利于经济发展及食米外销。
政府采行之措施包括：（1）对粮食出口管制，粮食出口由“粮食局”统筹办理，禁止民间自由出口
。
（2）通过粮食之征收，包括田赋征实、随赋购征、肥料换谷、生产贷款折收稻谷等，以充分掌握粮
源。
（3）将台湾划分为七个粮区，粮区间禁止粮食自由流通。
（4）军公教人员配给食米。
（5）机动向自由市场抛售食米，调节价格。
在这些措施下，粮价得以维持于稳定且较低之水准。
　　稻米政策对台湾早期经济发展之贡献有三方面：（1）由于稻米增产成功，使得稻米自给有余，
可以外销赚取外汇，而这些外汇正是政府向国外换取工业发展所需原料及机器设备的主要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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