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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南京——台湾农业交流合作的对策与

(2006-09-18 14:39:24)

李文林 叶平 

（南京市农林局） 

  自１９９４年台商陈素娥落户浦口汤泉，成立南京伊豆温泉科技开发

农业交流合作渐显活跃，特别是农业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一批有影响、重量

我市农业发展的亮点。总体上，台商投资我市农业呈现以下特点： 

  １．投资项目数逐年稳步上升。１０年来，台商投资我市农业从无

台商投资得到稳步发展。据近两年的统计，２００２年台商投资项目１３

０．６％，２００３年投资项目为１７个，占农业投资项目的１９．８％。

  ２．投资项目相对集中在农产品加工业和生态休闲农业。这完全符合我市

定程度上带动了我市五大农业（特色农业、绿色农业、外向农业、品牌

２年台商投资农产品加工项目７个，农业生态休闲项目２个，占全部台商投

台商投资农产品加工项目８个，农业生态休闲项目２个，总数占全部台商投

  ３．有规模、有竞争力的项目较多。近年来，一批有影响的大项目相

团先后投资了南京旺旺、大旺、品旺、福旺、加旺、真旺、来旺等企业

投资总额近８０００万美元。今年，台湾旺旺集团在南京的投资又有大

建设“三加一”基地（乳品工厂、示范牧场、生产技术研发和农业旅游）。目前乳品工

目已经注册，总投资为８４５０万美元。江苏广丰羽毛有限公司，是台商投

０２年出口创汇５８４万美元，２００３年达７６３万美元，该公司已

响的、在我市农产品出口创汇公司中份量较重的企业；南京汤泉洋兰有限公司，

然不是很大，但经过两三年发展，已经成为了具有一定规模、一流水平的中高

上海世博会培育的新品蝴蝶兰，被英国皇家花卉协会登记为“上海世博

已形成年产３０万盆的生产能力。 

  台商青睐南京农业，是我市多年营造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的结果，特



了两地农业的合作领域，提升了投资和发展的空间。此外，我市农业基

程度较高、市场空间大、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这

  然而，近两年来台商的项目投资强度和体量呈现下降趋势。２００２年，台

２万美元，占全市农业外资项目的２０．７％，但实际到帐资金５８７万美元，占

４％；２００３年，台资项目总投资额降为３５５２万美元，占全市农业

帐资金只有１９２万美元，占农业外资项目的１．７３％。 

  我市台商投资在全省所占份额也呈下降趋势。２００２年项目数占１０．２％，投

７％，到帐资金占５．６％；２００３年，项目数占１４．２％，投资总额

７％。 

  从全省看，台商投资情况也不容乐观。２００２年台资项目１２８

元，２００３年台资项目１２０个，在全省农业外资项目大幅度增长的情

帐台资７１２３万美元，只占所有农业项目到帐资金的９．４６％。 

  台商投资趋缓，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近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台湾执政当局明目张胆地推进台独

断恶化，交流渠道越来越窄，交流合作停滞不前。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大

国家级农业部门、机构、团体，而作为能够进行实质性交流合作载体的地方政府和企

部门的安排开展工作，难以也无法直接与台湾农业相关部门建立相应的

  其次，台湾当局限制高科技包括农业的高新技术的对外合作和交流，使得

别是大陆方面期望得到的技术合作项目。此外，台湾当局对台商投资大

许大陆团组在台进行招商等活动，使得双方难以深入沟通，更不用说进

  第三，组团赴台进行考察活动障碍较多。一是必须有对方农业对口部

经办人员随意性比较大，有时半年甚或一年才能拿到批件；三是要价较

考察、交流、合作的人员望而却步。 

  第四，国家宏观政策从紧，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台商的投资。去年以

地审批权，特别对南京等地执行政策相对较严，加之国家制定一系列控制信

上影响了招商引资。对台商的影响也不能避免。 

  这些客观上造成我市对台农业交流合作步伐放慢。但我省昆山等地的成功

间进行深层次交流合作的希望。鉴于目前的现状，笔者认为，主要应加

  １．进一步提高认识，把对台农业交流合作作为“三外”工作的重

的经济意义，更要重视其政治意义。通过宁台交流合作，加强感情沟通，增

业相对集中在中南部地区，而这个地区是泛绿阵营的优势区域。通过双

湾农民阶层特别是中南部地区对大陆的认同感与向心力，以更好地推进两

一。 

  ２．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利用厦门、泉州、

目水平高的优势，发挥市政府驻厦门办事处的信息和联络优势，在厦门

项固定活动长期举办下去。 

  ３．“走出去，请进来”，加大宁台农业互访与交流。农林部门与

盟等民主党派的支持，组织我市农业部门、企业、专业协会等赴台进行考察，重

区调研和取经，相互探讨可能合作的领域和农业项目。同时适时邀请台

同探讨发展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农业、高效农业等；邀请台湾从事农业

环境，兴办农业企业。 



  ４．建立台商农业投资园区。待条件成熟时，在南京现代农业科技

区，为台商提供投资的平台，以期取得集聚效应。 

  ５．加强以商引商工作力度。根据外地的经验，在目前台海形势不明朗、各方面交流渠道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