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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直航對台灣農業之影響 
杜芳秋、翁永和、吳佳勳、徐世勳* 

摘要 

關鍵詞：兩岸直航、農產貿易、GTAP。 

 

在經發會與小三通之後，是否應進一步開放台灣與中國大陸直航的爭議即甚囂塵

上，本文以實證經濟的角度，輔以全球貿易分析 GTAP 模型及其最新版資料庫，探討此

一議題對台灣農業所帶來之經濟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大部分的農產品在開放與中

國大陸直航後，產量都會下降，且在開放直航後，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農產品進出口之

依存關係將有上升的趨勢。因此來自中國大陸地區農產品的檢疫與安全檢查，在兩岸開

放直航後就顯得格外重要，尤其疫情的掌控與走私的取締，應是兩岸直航後當務之急。 

 

                                                                                                                                                         
* 作者分別為致理技術學院國貿系講師、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國立台灣大學農業
經濟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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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芳秋、翁永和、吳佳勳、徐世勳 

壹、前言 

在經發會作出兩岸儘速開放三通的共識之後，有關直航的議題又再度浮上檯面，尤

其在金馬地區於 2001年元旦開放小三通之後，是否應進一步開放台灣本島與中國大陸直

航的爭議即甚囂塵上。但究竟開放直航對台灣的農業經濟來說是利還是弊，國內外相關

文獻均沒有這方面的經濟影響評估。 

以利的觀點來看，開放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直航，將有助於兩岸之間經濟的整合，並

提升生產資源的有效利用。台灣可出口相對於中國大陸具有比較利益的農產品，也可進

口較便宜的農產品，有助於消費者福利的提升；此外，直航之後，我國政府亦可藉由貿

易的透明化來管理來自中國大陸的農產進口品，以達到降低走私、控制疾病傳染與管制

疫情的功效。然而，直航後兩岸農產品的競爭也會日益激烈，這勢必對我國部分的農產

品構成一定程度的威脅。 

過去文獻中對於直航方面的議題也有相當的討論，如以航運的觀點來看，兩岸海運

直航的文獻包括林科（1993）利用灰色系統理論（gray theory）1估計海運直航所能節省

的運費，以及陳垂彥（1998）則是在灰色理論架構下加入重力模式（gravity model）2，

以預測兩岸海運直航後的貨運量與其分佈趨勢。由其研究結果顯示，未來兩岸在直航後，

                                                                                                                                                         
1 灰色系統理論乃由華中理工大學鄧聚龍教授所建立。 
2 該文就現行經第三地轉運之運量資料，與境外航運中心之運量資料，透過灰色理論來
構建運量需求模式，以求出未來直航之運量狀況，之後再透過重力模式來構建兩岸港

口間之運量分佈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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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兩岸間之費率會降低三成外，在運量上，亦會因為費率的降低而導致潛在運量的成

長，預估此一成長約有十萬公噸左右；此外，在兩岸間港對港的運量分佈上，仍以高雄

出口至廣州之運量為最大宗。 

再者，以探討空運直航為主的，如黃雅芬與張堂賢（1997）分別就不同通航城市與

通航城市總數來分析並預測兩岸間航空客運之需求；而汪進財等（1996）則是針對直航

機場如何選擇的問題進行研究。熊正一（1999）乃綜合並改進前述之研究，以政府政策

目標做為決策基礎，利用數學規劃模式，構建一符合消費者旅運成本最低之空運直航行

點的選擇模式。由其研究結果得知，未來兩岸航空依序應以上海、廣州、深圳、廈門、

福州、杭州等數個城市為優先通航之行點。 

此外，以經濟計量模型估算兩岸直航之經濟效益者，有翁永和、許光中、徐世勳（2001）

應用第四版之全球貿易分析模型（the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以下簡稱 GTAP模型）

探討兩岸三地同時加入 WTO 後，台灣與中國大陸是否引用排除條款，與是否開放海運

直航作一政策模擬分析。由該文得知，兩岸開放海運直航將可讓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貿易

額上升，整體福利增加。再者，翁永和等（2001）運用第五版之全球貿易分析模型探討

兩岸開放直航以及開放兩岸直接投資對亞太地區經貿之影響。由該文得知，在開放直航

後，兩岸的產業將面臨直接的競爭，有導致產業分工現象的可能。再者，在出口產業別

方面，紡織成衣與其他製造業是兩岸在開放直航後，台灣出口至大陸增加最多的產業，

其次是石化業與電子電機業。而在進口產業別方面，來自大陸的農產品進口將大幅增加。

另外，兩岸在開放直接投資方面，台灣對大陸的直接投資金額會增加，並會減少在台灣

的投資。  

再者，劉碧珍與翁永和（1999）曾利用「89年上半年外銷訂單調查」資料，就廠商

是否贊成三通對廠商利潤的影響、以及影響廠商贊成三通與否之因素加以研究。由該文

之分析得到，廠商幾乎是一面倒的贊成三通，而不贊成之廠商比率不到 5%，其中不贊成

三通之產業中以動植物產品、玩具、家用電器、以及調製食品等台灣已不具比較利益之

勞力密集產業為最多。再者，廠商贊不贊成三通除了與三通對其利潤之影響具有顯著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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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關係外，贊成三通之廠商顯著偏向於製造商、從台灣出貨的比例較低但中國大陸出

貨比例較高的廠商、以及比較能從開發新市場或新產品中爭取到訂單之廠商。最後，當

廠商之規模較大時，其贊成三通之傾向也較高。 

綜合以上的討論可知，雖然有關直航議題已充分探討，政策面或航運面都已有完整

的研究，且已有相關文獻利用理論模型評估出直航後可減少之運費與可增加之運量，但

對於農業方面的經濟影響評估則不多見。因此，本研究將以實證經濟的角度，輔以全球

貿易分析 GTAP模型及其最新版資料庫，探討兩岸直航對台灣農業所帶來之經濟影響。 

本文之章節安排如下，除以上第一節為本文之前言外，第二節將扼要分析過去兩岸

之農業經貿情勢，俾有助於模擬結果的分析。第三節為在開放海運直航與海空直航等兩

種情境下模擬設定的說明。第四節為以 GTAP 實證模型及其最新版資料庫的模擬結果分

析，最後第五節為本文之結論與政策建議。 

貳、兩岸農業經貿概況 

由於本文所討論之議題是兩岸直航對台灣農業之影響，故在進行模擬分析前，對於

目前兩岸農產品之進出口結構以及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之情況有所了解，將有助於模擬結

果之說明。以下將分別就這兩項主題，依序加以討論。 

一、兩岸農業進出口結構 

表 1與 2為兩岸之間農業之進出口概況，其中表 1為 1992至 2000年，台灣出口到

中國大陸之農產品與非農產品比例，以及台灣對中國大陸農產品出口結構之變化；而表 2

則是 1991 到 2000 年，中國大陸出口至台灣的農產品與非農產品比例及其對台灣農產品

出口結構之變化。由各表上方農業與非農業之比例可以看出，台灣出口到中國大陸的產

品裏，農業所佔之比重遠低於中國大陸對台灣出口之農產品佔對台灣總出口之比重，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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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之差額有逐年下降之趨勢，此一結果顯示台灣對中國大陸農產品依賴的程度高於中

國大陸對台灣農產品依賴的程度。其次，我們可由表 1得知，從資料較完整之 1994年開

始，「雜項調製食品」、「穀類、粉、澱粉或奶之調製品」以及「未列名各動物產品」

等為主要台灣出口到中國大陸之農產品；但到了 1999 與 2000 後，「活樹及其他植物球

莖」、「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以及「雜項調製食品」

等即成為台灣最主要出口到中國大陸之農產品。 

而在在中國大陸對台灣農產品出口方面，由表 2 可以看出，「未列名動物產品」與

「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等兩個產業之出口比例的和超過 70％，此外除了 1995及 1996

年之外，「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所佔之比重均高於未列名動物產品所佔之比重，故

由此可知，「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是中國大陸出口至台灣最主要之農產品，但此比

例有逐漸下降之趨勢。 

二、兩岸農產品在各國際市場競爭情況 

由於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已是國際必然之趨勢，我國除了消極面防止農民的損失之外，另

外積極面的作法應是，我國的農產品也可藉由貿易自由化的助力進入其他國家的市場。

以目前之貿易結構看來，台灣在某些農產品方面仍具有比較利益，故在貿易障礙消除後

應會增加出口。不過在考慮外銷通路的同時，評估與其他第三國農產品競爭的情況，是

有其必要的。台灣與中國大陸在互相開放直航之後，兩岸的農產品是互補或替代競爭呢？

可由目前兩岸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出口情形，獲得大致的了解。若兩岸農產品目前在

國際市場之相似度高，則競爭度高，因此入會並三通後，台灣與中國大陸之農產品可能

會出現相互競爭的局面，反之則是互補的情況。 

為了衡量台灣與中國大陸之農產品在各國際市場的競爭程度，我們採用 Finger 與

Kreinin（1979）所提出之出口相似度指數的概念，其計算公式如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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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b、c為國家別， 代表 i產品佔 a國出口至 c國總出口值的比例；當 a

國與 b 國出口至 c 國的商品分配一致，則對所有 i 產品而言，

)(acX i

)()( bcXacX ii = ，亦即出

口相似度為 100。反之，則為 0。 

圖 1至圖 6分別為兩岸農產品自 1965年至 1998年，在世界其他國家地區之出口相

似度分析3。由圖可知，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農產品在美國地區、紐澳地區、日本、東協地

區之出口相似度均是呈現上升的趨勢，其中以在美國地區與日本市場之相似度較高，而

在紐澳地區雖然相似度不高，但卻是上升幅度最快的出口市場。再由表 3 可知，台灣與

中國大陸出口至美國、日本及東協地區之農產品中，均以「其他食品」的金額最高，而

在美國地區前 5 名有交集的還包括「其他作物」、「動物副產品」與「飲料及菸酒」，

在日本前 5 名有交集的有「其他食品」、「肉類」與「漁產」、「其他農作」，故由此

可推知，若未來兩岸之間的貿易障礙掃除以後，上述所提及之產業，均有可能是兩岸之

間競爭激烈的產業4。 

                                                                                                                                                         
3 在分析相似度方面，除台灣與大陸之外，本文將其他世界各主要國家，分成 7個地區
與國家，其分別為美國地區、紐澳地區、日本、南韓、歐盟、東協地區與世界其他國家。 

4 GTAP 資料庫之分類可由投入產出表中之產品代碼來對應，分別是蔬菜及水果
（005-007）、林產（011）、糖（022）、其他食品（023-027,029-030）、飲料及菸酒
（031-033）、漁產品（012）、園藝作物（00441,00449）、米（020-021）、羊毛及蠶
絲（00920）、動物副產品（00940,00960,00990）、食用油脂（019）與肉類製品
（02430,02520,030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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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GTAP時間序列資料所得。 

圖 1：台灣與大陸農產品在紐澳地區出口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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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GTAP時間序列資料所得。 

圖 2：台灣與大陸農產品在美國地區出口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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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GTAP時間序列資料所得。 

圖 3：台灣與大陸農產品在歐盟地區出口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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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GTAP時間序列資料所得。 

圖 4：台灣與大陸農產品在韓國出口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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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GTAP時間序列資料所得。 

圖 5：台灣與大陸農產品在日本出口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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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GTAP時間序列資料所得。 

圖 6：台灣與大陸農產品在南亞地區出口相似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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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97年台灣大陸出口至美國、日本及東協地區之出口值         單位：百萬美元 

出口國 台  灣 大  陸 
進口國 美國 日本 東協 美國 日本 東協

稻穀 0.00  0.00 0.00 11.30 28.13  4.68 
其他穀類 0.14  0.10 0.35 6.83 50.51  (2)287.14 
蔬菜水果 5.08  45.24 8.46 (4)60.63 (4)367.13  (4)246.14 
油脂作物 0.91  0.16 0.49 0.56 116.69  22.20 
甘蔗 0.00  0.00 0.00 0.00 0.40  0.09 
園藝作物 0.00  0.03 3.24 0.01 3.37  0.09 
其他農作 (3)13.92  (5)56.38 (2)16.75 (3)103.62 (5)284.45  (5)242.21 
動物 0.22  0.15 0.02 5.51 5.22  1.34 
動物副產 (2)43.06  (4)130.77 (4)10.77 (2)154.54 184.80  55.57 
生乳 0.00  0.00 0.00 0.77 0.73  0.19 
林產 0.46  4.70 0.98 10.26 60.31  3.91 
漁產 (4)10.84  (3)162.16 (3)14.63 21.59 (3)372.88  14.56 
屠宰生肉 2.05  2.03 0.60 0.52 5.60  0.76 
肉類製品 0.98  (2)288.53 0.98 7.49 (2)574.45  76.16 
食用油脂 3.61  1.82 2.17 12.08 30.48  59.88 
乳製品 0.59  0.42 0.55 1.26 1.67  9.20 
米 1.63  1.11 0.14 11.03 13.84  46.26 
糖 8.88  0.13 0.32 2.93 5.02  1.78 
其他食品 (1)255.35  (1)550.88 (1)247.64 (1)587.41 (1)2201.85  (3)254.75 
飲料菸酒 (5)9.94  9.74 (5)4.23 (5)42.06 48.71  (1)594.41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GTAP資料庫所得。 

註：(  )內之數字為出口值排名前5名。 

 

參、GTAP模型架構與模擬設計 

為了評估兩岸直航對台灣農業之經濟影響，本節將針對 GTAP 模型及資料庫的處

理、模擬情境的設定與衝擊程度之計算等逐次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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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TAP模型架構及資料庫的處理 

全球貿易分析模型是由美國普渡大學全球貿易研究中心所建立的一個多地區多部門

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以下簡稱 CGE模型）。

CGE模型的理論依據為新古典經濟理論（包含個體經濟與總體經濟），特別考慮價格的

內生決定與資源的有限，為傳統投入產出模型的延伸。GTAP 模型的主要架構是由各國

家或地區所建立的單國 CGE之次模型（sub-model）組合而成，其中這些次模型內部主要

涵蓋一個經濟體系中的生產、需求、貿易、所得等經濟層面，並由一組龐大的線性或非

線性聯立方程式體系展現。而這些次模型再透過雙邊與多邊國際貿易的聯結並達到均衡

而形成全球一般均衡模型。詳細模型說明請參閱 Hertel (1997)。國內應用 GTAP 模型與

資料庫，做相關貿易與環境政策分析，主要有：林幸君等(1998)；李慕真與徐世勳 (1998)；

徐世勳與許炳鑫(1999)；徐世勳等(1999)；翁永和等(2001)；徐世勳與蔡名書(2001)；徐世

勳與吳秉叡(2002)等。 

在資料庫的處理部分，GTAP第五版資料庫共有 57種商品及 66個國家地區，而本文

依照所欲討論的議題給予加總分類。在地區的劃分上，因為本文的重點放在兩岸的關係上，

因此台灣、中國大陸（已將香港併入在中國大陸地區之內）必須加以細分出來。此外，我

國之農產品進出口主要地區，主要為在亞太地區的日本、南韓、東協五國、紐澳地區、美

國以及歐盟等。而其他國家則基於簡化的理由，全部加總成世界其他國家，其詳細加總分

類對照請參閱表 4。至於 GTAP與我國產業關聯表的分類對照，請參閱附表 1。 

其次，在商品部門別方面，由於本研究之重點在農業部門，故對於農業方面必須加

以詳細分類。此外，直航議題牽涉到航運業運輸成本的轉變，亦需將其細分海運及空運

兩部分。而至於工業及服務業部門的加總處理，由於並非本文的探論議題，故僅區分成

工業品、電子業產品以及服務業等大項。最後，本研究將原本的 57個部門加總成 28個

部門別，其詳細分類請參閱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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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直航模擬情境設定 

因過去文獻已經計算出海運、空運直航後對兩岸航運的影響，故本研究之模擬分析

主要可分為海運直航與海、空運直航兩種，而本研究模擬情境之設定如下： 

 

模擬一：只開放海運直航對台灣農業之影響。 

模擬二：海運及空運全面開放直航對台灣農業之影響。 

 

其中『模擬一』海運直航的衝擊值是依據陳垂彥（1998）利用灰色理論與重力模式

評估兩岸海運直航之結果，『模擬二』空運直航的衝擊值則是運用熊正一（1999）以數

學規劃對空運直航之評估結果，並配合本研究所使用之 GTAP 模型與資料庫，便可求得

直航對台灣農業之影響。 

三、兩岸直航衝擊程度之計算 

首先在海運直航方面，在文獻回顧中曾提到陳垂彥（1998）利用灰色理論並加入重

力模式以預測兩岸海運直航貨運量與其分佈。本文將該文之結果整理如表 5。根據此表，

我們可計算出直航後兩岸之間運費減少的百分比，以作為所有往來兩岸之間的運輸服務

之衝擊5。經計算之後其運費之減少約為 39.3%。接著，我們要讓所有台灣到中國大陸與

中國大陸到台灣的貿易商品都受到運費減少 39.3%的衝擊，即可估計出海運直航所帶來

的效益了。 

                                                                                                                                                         
5 其方法為利用各港口所佔之貨物量比例作為權數，加權平均直航前與直航後的運費價
差即可得出直航後兩岸之間運費減少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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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GTAP部門別及區域別加總 

部門別加總  地區別加總 
1.穀類作物 
小麥 
其他穀類作物 

2.蔬菜及水果 
3.油脂作物 
4.園藝作物 
5.其他作物 
羊毛蠶絲、其他農作物 

6.動物副產 
7.林產 
8.漁產 
9.肉類製品 

10.食用油脂 
11.乳製品 
12.米 
13.糖 
14.其他食品 
15.飲料及菸酒 
16.非貿易農產品類 

稻穀、甘蔗、動物、生乳、屠宰生肉

17.礦產及其他天然資源 
煤、原油、天然氣、其他礦產、電力、

燃氣、自來水 
18.工業產品 

紡織、成衣、皮革及其製品、木材製

品、紙及製品、石油及煤產品、化學

及塑膠橡膠製品、非金屬礦物製品、

鋼鐵、非鐵金屬、金屬製品、汽車及

零件、其他運輸工具、機械、其他製

品 
19.電子業產品 

電機及電子產品 

 
 
 
 
 
 
 
 
 
 
 
 
 
 
 
 
 
 
 

 
 

1.澳洲及紐西蘭 
2.中國大陸 

大陸、香港 
3.台灣 
4.東協五國 
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 
泰國 

5.日本 
6.南韓 
7.美國 
8.歐盟 
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

德國、英國、希臘、愛爾蘭、義大利、

盧森堡、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瑞

典 
9.世界其他國家 
越南、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其

他南亞、加拿大、墨西哥、中美國家、

哥倫比亞、祕魯、委內瑞拉、其他安

地諾區域協定、阿根廷、巴西、智利、

烏拉圭、其他南美國家、瑞士、其他

歐盟、匈牙利、波蘭、其他中歐協定、

前蘇聯、土耳其、其他中東國家、摩

洛哥、其他北非國家、波斯瓦納、其

他南非聯盟、馬拉威、墨三比克、坦

薩尼亞、尚比亞、辛巴威、其他南非、

烏干達、其他撒哈拉地區國家、世界

其他國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GTAP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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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GTAP部門別及區域別加總(續) 

部門別加總  地區別加總 
20.海運業 
21.空運業 
22.其他運輸服務業 

貿易、其他運輸服務、通信 
23.服務業 

營造工程、其他金融服務、保險、其

他商業服務、娛樂服務與其他服務、

公共行政教育及醫療、住宅服務 

  

表 5  海運直航前後運費與運量估計表 

 直航前 直航後 

 運費(新台幣元/噸) 運量(噸)%* 運費(新台幣元/噸) 運量(噸)% 

 基隆 台中 高雄 基隆 台中 高雄 基隆 台中 高雄 基隆 台中 高雄

329351 422658 1188215 343665 432604 1193405廣州 400 450 400 
(5%) (6%) (17%)

240 290 240
(5%) (6%) (17%)

255141 307291 836225 266090 314358 839439汕頭 450 500 450 

(4%) (5%) (12%)

270 320 270

(4%) (5%) (12%)

275222 316779 843005 286925 323942 845923廈門 350 400 350 

(4%) (5%) (12%)

210 260 210

(4%) (5%) (12%)

221958 228300 576636 231173 233237 578075上海 500 550 500 

(3%) (3%) (8%)

300 350 300

(3%) (3%) (8%)

37089   36255 89580 38612 37022 89763天津 700 750 700 

(1%) (1%) (1%)

400 450 400

(1%) (1%) (1%)

194541 201566 510758 202630 205938 512065其他 480 530 480 

(3%) (3%) (7%)

280 330 280 

(3%) (3%) (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陳垂彥（1998）而得。 

註：*為單一運量佔台灣與大陸之總雙邊運量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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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空運直航方面，如表 6 所示，熊正一（1999）已估計出兩岸空運在不同開

放通航點數下，總旅行成本之變化。本文即以最大空運開放點數下，台灣與中國大陸空

運所減少之費用百分比作為模擬衝擊依據，經計算得 31.67％6。 

表 6  航空旅行成本在不同通航點下之變化 

通航點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新增通航城市  上海 廣州 深圳 廈門 福州 杭州 鄭州 武漢 北京 昆明 
旅行程本 

(新台幣百萬元) 
21723 19958 18485 17266 16663 16221 15839 15498 15253 15016 14843 

資料來源：本研究綜合熊正一（1999）之表3-1與圖3-4。 

 

在以 GTAP 模型表現方面，本研究以運輸效率參數 ATALL(m,i,r,s)作為直接海運或

航空的政策變數7，使其分別代表海運與空運成本降低對經濟體系之衝擊。因此在模擬的

情境中，ATALL將分別衝擊 39.3％與 31.67％以表現海、空運直航的模擬情境設定。 

 

肆、模擬結果與分析 

在進行 GTAP 模擬時，必須依據所假設的政策模擬情境及經濟理論來設定其「封閉

準則(closure)」，而所謂封閉準則是指對內、外生變數的選定。換言之，在選定模擬模型

應有的內、外生變數後，就必須針對政策模擬的設定目標，給予相關外生變數適當的衝

擊(shock)，再配合 GTAP 資料庫以及應用軟體程式 GEMPACK（General Equilibrium 

                                                                                                                                                         
6 該值乃由（21723-14843）÷21723 ≒ 31.67%而得。 
7 各政策與技術參數之意義與其相關之方程式，請詳見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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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Package）進行本文的二種情境的模擬8。以下本文將以 GTAP 所計算而得的模

擬結果，說明在不同的模擬情境下的經濟含意，並針對台灣農業生產值以及對世界主要

各國之進出口值的改變與影響做一評析。 

一、台灣農業生產產值在不同通航程度的影響 

表 7 為兩岸在不同通航程度下，台灣農業生產產值所受之影響。由該表可看出，台

灣在開放與中國大陸直航後，不管是採用『模擬一』開放海運直航，或者採用『模擬二』

開放海、空運直航下，都將使得台灣全部農產品的產量呈現全面性的下降，其中下降幅

度較多的產品別，分別為「其他作物」、「油脂作物」、「林產」以及「其他食品」。

尤其以「其他作物」為市場開放下減產幅度最大的產業。此外，由整體來看，『模擬二』

開放海、空運直航所造成台灣農產品減產的幅度都將大過於『模擬一』開放海運直航。

此外，需注意者，由於中國大陸為生肉的疫區，在實務處理上屬於禁止進口類。因此，

本文在設定其 GTAP 模擬之衝擊（shock）時，對於該項產品不給予『模擬一』及『模

擬二』的運費減少之衝擊影響。 

二、兩岸直航後台灣對各國之農產品出口變化   

在兩岸通航對台灣農產品出口影響方面，表 8 與表 9 分別列出台灣農產品的出口額

在兩岸開放海運直航以及海、空直航下的變化。首先，以表 8 與表 9 整體而言，兩岸在

不同程度的直航下，將使得台灣農產品出口至各國之出口總值減少 10.20 百萬美元以及

11.64百萬美元。然而，台灣農產品出口至中國大陸以及日本與美國等地區的增減消長幅

                                                                                                                                                         
8 實證模型中有為數眾多的變數及方程式，由於在求解如此龐大的非線性系統過程中計
算的困難，CGE模型採用 Johansen(1960)的求解方法，將模型予以線性化並將變數以百
分比變動方式來表示之。這種線性化的優點在於大模型的求解計算不會受到限制，而

GEMPACK軟體程式是由澳洲Monash University所研發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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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同。從表 8 可看出，兩岸直航後台灣農產品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幾乎呈現全面性的增

加（除林產外），而且其出口增加幅度亦佔所有地區中之最高，預計出口至中國大陸的

出口總值將增加 38.20百萬美元。此外，台灣對於世界其他國家的出口則都是呈現下降或

變化幅度很小的情況。其中出口減少較多的地區，主要為日本與美國，其出口值分別減

少 27.67百萬美元與 8.34百萬美元。 

表 7  台灣農業生產產值在不同通航程度的影響                  單位：百萬美元、% 

產品別 原生產總值 開放海運直航 開放海、空運直航 
其他穀類作物 445.1  −0.44  −0.48  
蔬菜及水果 4819.5  −0.05  −0.06  
油脂作物 137.9  −0.72  −0.79  
甘蔗 188.5  −0.30  −0.35  
園藝作物 35.1  −0.01  −0.09  
其他作物 448.2  −1.10  −1.23  
動物 722.9  −0.20  −0.23  
動物副產 6353.9  −0.18  −0.20  
生乳 304.0  −0.35  −0.39  
林產 132.3  −0.68  −0.76  
漁產 3016.7  −0.12  −0.11  
肉類製品 6103.8  −0.01  −0.01  
食用油脂 1258.3  −0.10  −0.12  
乳製品 851.1  −0.35  −0.39  
米 1986.1  −0.03  −0.03  
糖 458.4  −0.31  −0.36  
其他食品 8042.0  −0.46  −0.52  
飲料及菸酒 3216.6  −0.07  −0.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GTAP模擬所得。 

 
再者，以表 8 之產品細項來看，台灣對中國大陸呈現出口增加的產品項目，其增加

幅度較大的產品主要是「其他食品」、「飲料與菸酒」、「漁產」、「其他作物」以及

「蔬菜水果」等農產品。另外，台灣對美國出口方面，則以「其他食品」、「動物副產」、

「飲料與菸酒」以及「漁產」為主要減少出口的農產品。而對於出口至日本來看，又以

「其他食品」、「肉類製品」、「動物副產」以及「漁產」為主要減少出口的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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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本文表 8 之結果可推知，在開放直航後，台灣農產品之出口結構將會出現由日

本轉向中國大陸之現象。在過去，台灣並無對中國大陸出口漁產品，然而，「漁產」將

因直航所帶來的運費成本節省，而由直航前的漁產主要出口地（日本、美國與東協五國）

轉向出口至中國大陸地區。相對地，對其他地區的出口亦有小幅度的減少。至於「其他

食品」、「其他作物」「飲料及菸酒」以及「蔬菜及水果」等農產品，亦都有此種出口

轉向的情形發生。 

此外，就表 8（只開放海運）與表 9（海、空運全面開放）之總計與產品細項來看，

隨著開放直航程度的增加，將會使得台灣大部分農產品的出口值變動幅度增加。以中國

大陸為例，表 9之「其他食品」的出口增加為 14.14百萬美元；大於表 8之 14.05百萬美

元，又表 9之出口值總計增加了 41.75百萬美元；大於表 8之 38.29百萬美元。 

表 8  兩岸直航(只開放海運)台灣農產品對各國之出口變化           單位：百萬美元 

產品別 紐澳 中國 
大陸 

東協
五國

日本 南韓 美國 歐盟
其他 
國家 總計

其他穀類作物 0.00 0.00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0.02 
蔬菜及水果 −0.01 2.92 −0.19 −0.94 −0.02 −0.12 −0.09 −0.12 1.43 
油脂作物 0.00 0.02 −0.01 0.00 0.00 −0.02 0.00 −0.01 −0.02 
園藝作物 0.00 0.36 −0.09 0.00 0.00 0.00 0.00 −0.01 0.26 
其他作物 −0.19 3.69 −0.32 −0.93 −0.29 −0.27 −0.14 −0.08 1.47 
動物副產 −0.07 0.39 −0.37 −3.65 −0.18 −1.39 −0.60 −0.12 −5.98 
林產 0.00 −0.38 −0.04 −0.16 0.00 −0.02 −0.01 −0.05 −0.65 
漁產 0.00 4.48 −0.35 −3.05 −0.01 −0.28 −0.07 −0.06 0.66 
肉類製品 0.00 0.61 −0.03 −7.07 −0.24 −0.03 −0.03 −0.02 −6.81 
食用油脂 0.00 0.63 −0.02 −0.02 −0.01 −0.04 −0.01 −0.01 0.53 
乳製品 0.00 1.53 −0.01 −0.01 0.00 −0.02 −0.02 −0.02 1.45 
糖 0.00 0.24 −0.01 0.00 0.00 −0.27 −0.01 0.00 −0.06 
其他食品 −0.42 14.05 −5.02 −11.32 −0.38 −5.34 −0.80 −0.76 −9.98 
飲料及菸酒 −0.02 9.77 −0.17 −0.40 −0.05 −0.41 −0.30 −0.22 8.20 
總計 −0.71 38.20 −6.66 −27.67 −1.19 −8.34 −2.24 −1.60 −10.20 

資料來源：GTAP模擬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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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兩岸直航(海、空運全面開放)台灣農產品對各國之出口變化      單位：百萬美元 

產品別 紐澳 中國 
大陸 

東協
五國

日本 南韓 美國 歐盟
其他 
國家 總計 

其他穀類作物 0.00 0.00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0.02 
蔬菜及水果 −0.01 3.00 −0.21 −1.03 −0.02 −0.13 −0.10 −0.13 1.37 
油脂作物 0.00 0.02 −0.01 0.00 0.00 −0.02 0.00 −0.01 −0.03 
園藝作物 0.00 0.37 −0.10 0.00 0.00 0.00 0.00 −0.01 0.26 
其他作物 −0.20 3.91 −0.35 −1.02 −0.31 −0.29 −0.15 −0.08 1.50 
動物副產 −0.07 0.41 −0.40 −4.01 −0.19 −1.53 −0.65 −0.13 −6.59 
林產 0.00 −0.41 −0.04 −0.17 0.00 −0.02 −0.01 −0.06 −0.72 
漁產 −0.01 7.61 −0.40 −3.52 −0.01 −0.33 −0.08 −0.07 3.20 
肉類製品 0.00 0.61 −0.03 −7.76 −0.26 −0.03 −0.04 −0.03 −7.53 
食用油脂 0.00 0.63 −0.02 −0.02 −0.01 −0.04 −0.01 −0.01 0.52 
乳製品 0.00 1.56 −0.01 −0.01 0.00 −0.02 −0.02 −0.02 1.47 
糖 0.00 0.24 −0.01 0.00 0.00 −0.30 −0.01 0.00 −0.09 
其他食品 −0.46 14.14 −5.52 −12.45 −0.42 −5.87 −0.88 −0.83 −12.29 
飲料及菸酒 −0.02 9.79 −0.19 −0.44 −0.05 −0.45 −0.33 −0.24 8.06 
總計 −0.77 41.75 −7.32 −30.55 −1.28 −9.18 −2.45 −1.77 −11.64 

資料來源：GTAP模擬所得。 

 

三、兩岸直航後台灣自各國之農產品進口變化 

在台灣農產品進口方面，表 10 與表 11 分別代表台灣農產品之進口額在兩岸「只開

放海運直航」以及「海、空全面開放」的變化。就表 10 與表 11 整體而言，因兩岸直航

後的航運成本下降，使得台灣農產品自各國之進口總量將增加 7,541萬美元以及 8,319萬

美元。從表 10可看出，台灣農產品的進口增加來源，主要來自於中國大陸的 3,205萬美

元、歐盟的 1,597萬美元以及美國的 1,022萬美元。而若以產品細項而言，其中來自於中

國大陸的主要進口品是「其他作物」、「漁產」與「其他食品」等農產品。其中，以表

11 之「其他作物」在海、空運開放直航後，所增加之 1,801 萬美元為最高，而其也導致

了台灣減少自紐澳地區、美國及東協五國等其他國家進口「其他作物」的結果。除了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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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國家之外，台灣對來自於其他國家的進口值亦呈現小幅度增加的變化。 

至於在「漁產」、「其他食品」及「動物副產」等產品方面，直航的結果不但讓台

灣自中國大陸農產品的進口額增加，亦讓台灣自其他國家或地區之農產品進口額同時增

加，顯然直航會促使台灣的農產需求上升，對其他國家的農產品帶來外部性之效果。同

時，表 11亦可看出，隨著開放直航程度的提高，將會使得台灣大部分農產品的進口量變

動幅度增加。若綜合出口之結果來看，台灣與中國大陸在直航之後，兩岸農產品進、出

口之依存關係，將有上升的趨勢。而以上表 8至表 11中，均未整理稻米的貿易資料，其

原因除了原本 GTAP 模型資料庫在台灣稻米貿易資料與實際情形呈現落差，在資料處理

方面存在限制之外，對於我國稻米產品本身而言，仍屬於相當敏感性的管制農產品，即

使加入 WTO 之後仍然給予高度保護，因此在本文探討直航效果議題方面，暫時排除與

大陸間在稻米方面的貿易模擬，待未來若 GTAP 模型的台灣稻米資料有進一步地修正或

改善後，可再加以詳細評估。 

表 10  兩岸直航(只開放海運)台灣農產品自各國之進口變化           單位：百萬美元 

產品別 紐澳 中國
大陸

東協
五國

日本 南韓 美國 歐盟 其他 
國家 總計

其他穀類作物 −0.01 0.37 0.00 0.00 0.00 −2.13 0.00 −0.07 −1.84 
蔬菜及水果 0.69 1.27 0.27 0.14 0.07 3.68 0.13 0.36 6.63 
油脂作物 0.00 0.13 0.00 0.00 0.00 −0.25 0.00 −0.02 −0.13 
園藝作物 0.38 0.00 0.02 0.00 0.00 1.14 0.00 0.71 2.25 
其他作物 −5.12 16.65 −2.42 −0.19 −0.40 −2.64 −0.82 −0.95 4.13 
動物副產 0.04 2.68 0.33 0.64 0.00 2.52 0.28 0.69 7.17 
林產 0.17 0.04 1.55 0.01 0.00 0.29 0.16 0.08 2.30 
漁產 0.17 4.43 0.07 0.02 0.02 0.07 0.03 0.06 4.88 
肉類製品 0.04 0.10 0.00 0.04 0.04 0.45 0.08 0.06 0.80 
食用油脂 0.00 1.37 −0.15 −0.01 0.00 −0.03 −0.06 −0.13 1.00 
乳製品 2.40 0.00 0.31 0.03 0.00 0.26 1.00 0.05 4.06 
糖 0.54 0.01 0.07 0.00 0.00 0.00 0.00 0.09 0.72 
其他食品 1.11 4.28 1.20 1.32 0.32 2.40 1.99 3.74 16.36 
飲料及菸酒 0.19 0.66 0.19 4.76 0.06 3.78 13.13 0.86 23.64 
總計 3.02 32.05 1.45 6.81 0.11 10.22 15.97 5.69 75.41 

資料來源：GTAP模擬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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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兩岸直航(海、空運全面開放)台灣農產品自各國之進口變化     單位：百萬美元 

產品別 紐澳 中國 
大陸 

東協
五國

日本 南韓 美國 歐盟
其他 
國家 總計 

其他穀類作物 −0.01 0.37 0.00 0.00 0.00 −2.13 0.00 −0.07 −1.84 
其他穀類作物 −0.01 0.38 0.00 0.00 0.00 −2.43 0.00 −0.08 −2.14 
蔬菜及水果 0.76 1.33 0.29 0.15 0.08 4.06 0.15 0.40 7.23 
油脂作物 0.00 0.13 0.00 0.00 0.00 −0.31 0.00 −0.02 −0.20 
園藝作物 0.38 0.00 0.02 0.00 0.00 1.14 0.00 0.71 2.26 
其他作物 −5.16 18.01 −2.58 −0.20 −0.44 −2.89 −0.90 −1.02 4.82 
動物副產 0.04 2.86 0.34 0.64 0.00 2.59 0.29 0.71 7.47 
林產 0.17 0.04 1.58 0.01 0.00 0.29 0.17 0.08 2.33 
漁產 −0.37 7.11 −0.04 −0.03 −0.02 −0.11 −0.02 −0.06 6.47 
肉類製品 0.04 0.10 0.00 0.04 0.04 0.50 0.09 0.07 0.89 
食用油脂 0.00 1.38 −0.13 −0.01 0.00 −0.03 −0.05 −0.12 1.04 
乳製品 2.65 0.00 0.34 0.03 0.00 0.34 1.36 0.07 4.80 
糖 0.58 0.01 0.08 0.00 0.00 0.00 0.01 0.10 0.78 
其他食品 1.24 4.40 1.33 1.43 0.36 2.67 2.31 4.15 17.89 
飲料及菸酒 0.20 0.68 0.21 5.09 0.07 4.17 14.46 0.94 25.82 
總    計 3.14 36.50 1.45 7.20 0.10 10.73 17.93 6.10 83.19 

資料來源：GTAP模擬所得。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實證經濟的角度，輔以全球貿易分析 GTAP 模型及其最新版資料庫，探討

兩岸直航對台灣農業所帶來之經濟影響。模擬結果顯示，台灣絕大部分的農產品在開放

與中國大陸直航後，產量都會下降，不管是採用『模擬一』開放海運直航或者採用『模

擬二』開放海、空運直航下，都將使得台灣全部農產品的產量呈現全面性的下降，其中

下降幅度較多是產品別分別為「其他作物」、「油脂作物」、「林產」以及「其他食品」，

尤其以「其他作物」為市場開放下減產幅度最大的農產品。其次，在兩岸直航對台灣農

產品出口影響方面，整體來看，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之農產品多為增加，但也取代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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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的出口，可見在開放直航後，將對台灣農產品之出口結構產生衝擊。 

其次，在台灣農產品進口方面，直航的結果不但讓台灣自中國大陸農產品的進口額

增加，亦讓台灣自其他國家或地區之農產品進口額同時增加，顯然直航會促使台灣的農

產品需求上升，對其他國家的農產品帶來外部性之效果。最後，兩岸直航使台灣農產品

之進口，有從歐盟轉向中國大陸之趨勢；若綜合出口之結果來看，在開放直航後，台灣

與中國大陸之間農產品進出口之依存關係將有上升的趨勢。 

再者，在因應對策之建議方面，由出口相似度之分析與本文模擬之結果綜合得知，

「其他作物」、「動物副產品」、「漁產」與「其他食品」不但在國際市場上（尤其在

日本與美國）面臨大陸農產品的挑戰，且在開放兩岸直航後受到不小的衝擊，而其中「動

物副產品」、「漁產」及「其他食品」均為台灣農產品產值排名前五名內的產品，由此

可推知，在開放兩岸直接航運之前，必須先對這幾個農產部門進行優先的輔導。此外，

兩岸在開放直航後，農產品進出口的依存關係將明顯提高。 

由於兩岸之農業生產條件及消費習性相近，然而中國大陸因為天然資源稟賦豐厚，

使得在農產品的生產具有低廉的生產成本以及大規模生產面積的比較利益等優勢。在漁

產品方面，中國大陸更是全球漁業生產量排名第一位的漁產大國。其在 1999年的水產品

總產量為 4,122.43 萬噸，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因此，就兩岸直航後之進口面而言，國

內漁產品以及相關的其他農作物，勢必將受到大陸農產品大量進口之衝擊。 

目前兩岸之間的貿易型態為「間接貿易」的方法，亦即其買賣應透過大陸地區以外

之第三地區為之，而我國對於敏感性農產品的進口方式主要是採用關稅配額方式開放進

口並需取得農委會的進口檢驗合格證書後，方能申請進口簽證來辦理進口。而就兩岸直

航後之出口面而言，目前，台灣對於到中國大陸的投資採取限制的措施，但對於出口則

無限制。因此，台灣部分具有優勢的高附加價值的水果、花卉、農用品以及部分大陸供

不應求之農產品，亦可藉由兩岸直航而增加對中國大陸的出口。 

目前在「小三通」的辦法下，走私者透過金門地區走私牛隻以及透過海上漁船走私

漁產品的行為非常嚴重，根據統計，自大陸當局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於 1993年所發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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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小額貿易」後，我方查獲走私總件數增加了 44%。可見基於利益的因素，走私接

觸頻繁。由於中國大陸地區仍是多種動植物疫病、蟲害之疫區，此將大幅提高了傳染病

疫情的散佈來源。因此，本文認為在兩岸開放直航後，走私情形將會有所抑制。此外，

我國農政單位應加強有關動植物檢疫的落實以及加強實施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HACCP）之安全認證。 

最後仍須一提的是，本文之研究尚有許多不足之處，首先，受限於 GTAP 資料庫在

農業方面分類的不夠精細，未來宜進一步與農業部門模型(agricultural sectoral model)聯

結。其次，目前兩岸之間走私猖獗，但 GTAP 資料庫並無考慮走私的情況，而此一因素

卻可能對本文所模擬出之結果產生影響，這些問題均有待後續研究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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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GTAP資料庫與我國產業關聯表之農產品分類對照一覽表 

 
編號 

GTAP 
部門名稱 

I-O.C. 
3碼 

I-O.C. 
5碼 

I-O.C. 
產品名稱 

1 稻穀 001 00120 稻穀、稻草及其他副產 
2 小麥  00210 小麥 
3 其他穀類作物  00230-00295 玉蜀黍、大豆、其他雜糧、豆類、其

他普通農作物副產產品 
4 蔬菜及水果 005-007 00220,01030 香蕉、鳳梨、柑橘、西瓜、其他水果、

水果副產、蘆筍、竹筍、其他蔬菜、
蔬菜副產、食用菌菇、花卉、檳榔、
其他各種園藝作物、培苗及成園費、
其他園藝作物副產 

5 油脂作物  00431,00439 花生、芝麻 
6 甘蔗 003  製糖用甘蔗、甘蔗副產 
7 纖維作物  00441,00449 棉花、大甲藺 
8 其他農作物  00410, 00420, 

00490, 00495 
茶菁、菸草、其他農產加工作物、其
他特用作物副產、 

9 動物  00910, 01010, 
01090 牛、役畜服務、其他農事服務 

10 動物副產 008 00940, 00951, 
00959, 00960, 
00990, 01840, 
00960, 00990 

雞、鴨、生蛋、其他家禽、蜂蜜、其
他家畜、狩獵產品及副產 

11 生乳  00930 生乳 
12 羊毛  00920 (原毛國內產值=0) 
13 林產 011  原木、薪炭、竹、天然橡膠、培苗、

造林及撫育、立木代金、其他林產及
副產 

14 漁產 012  養殖水產、遠洋漁撈水產、其他漁撈
水產、 

15 屠宰生肉  01820, 01810, 
01830, 牛肉、豬肉、其他生肉 

16 肉類製品  02430, 02520, 
03010, 01840, 
01895 
03010, 01810, 
01830, 
01840,01895 

肉類罐頭、冷凍肉類、魚肉加工品、
生皮、屠宰副產 

資料來源：整理自產業關聯表及GTAP第五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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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GTAP資料庫與我國產業關聯表之農產品分類對照一覽表(續) 

 
編號 

GTAP 
部門名稱 

I-O.C. 
3碼 

I-O.C. 
5碼 

I-O.C. 
產品名稱 

17 食用油脂 019  食用油脂及其副產 
18 乳製品 028  鮮乳、調味乳、奶粉、其他乳製品 
19 米及製粉 021  糙米、白米、碾米副產 
20 糖 022  砂糖及精製糖、赤糖、糖蜜、糖漿、

蔗渣及其他副產 
21 其他食品 020, 

023-027 
029-030 

02430 
02520 
03010以外 
 

麵粉、飼料、罐頭食品、冷凍食品、
味精、其他調味料、糖果及烘焙麵食、
其他食品 

22 飲料及菸酒 031-033  非酒精飲料、酒、菸 

 

附表 2   模擬變數之意義及其相關方程式 

變數名稱  與其相關之方程式 

ATALL(m, i, r, s) 
其中 m, i, r, s分別表為某一

國家以 m 的方式，將 i 商品

從 r 地區運輸到 s 地區的運

輸效率參數。在 GTAP 模型

裡，這是運輸服務價格的減

項，並且以百分比變動來表

現。 

 pcif(i, r, s) = FOBSHR(i, r, s) * pfob(i, r, s)  

+ TRNSHR(i, r, s) * [pt - atall(m, i, r, s)] 
pt: 全球性運輸部門提供服務的價格 

TRNSHR(i, r, s)：按商品及地區別以 cif價格計算的進

口商品價值之運輸份額。 

FOBSHR(i, r, s)：按商品及地區別以 cif計算的進口商

品價值之 fob份額。 

pfob(i, r, s)：i商品從 r地區出口至 s地區的離岸價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GTAP模型方程式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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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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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he issues of the ‘three link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have been 

intensively discusse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is rare.  By using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 model, this paper is to evaluate the impacts of direct sea and air links on agricultural 

sectors in Taiwan and Asia-Pacific regional econom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duction 

in most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aiwan decreases.  Moreover, for country as a whole, the 

expor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Japan will decrease most.  Finally, the trade dependenc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will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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