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0 年第 21 卷第 06 期（总第 247 期）农村经管

鉴别，是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要尽

快改变我国农产品质量检测手段落后的状况，采用技术引进和

自我技术创新的办法，用现代化的农产品检测手段武装检测队

伍，使农产品质量检测更快捷、更准确。

其四，大力普及农业标准化知识。 没有广大农民的积极参

与，农业标准化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和海市蜃楼。 现在，在基层搞

农技 推 广 的科 技 人 员，经 常 感 到农 民 标 准化 知 识 缺乏，接 受 能

力差，是加快农业标准化的一大瓶颈。 因此，要通过广播电视、

书 报 刊 物等 多 种 媒体，通 过 会议、科 技 讲座、现 场 会、明 白 纸 等

形 式，向 农民 宣 传 加快 农 业 标准 化 的 意义 和 紧 迫性，特 别 要 讲

清楚农业标准化对农民增收的益处，提高他们参与农业标准化

的积极性。 同时，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班，提高广大农民的科

技文化素质，掌握实用的农业标准化知识。

其五，通过多种渠道发展土地规模经营。 实践证明，大力发

展农 业 产 业化 经 营，特别 是 着 力扶 持 龙 头企 业，是 解 决 这 一 矛

盾的根本出路。 近几年，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较快，一大批

龙头企业的崛起，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小农户与大市场接轨的难

题，而且也为农业标准化的实施奠定了组织基础。 还要充分发

挥 农民 专 业 协会、合 作 社等 民 间 组织 的 作 用，充 分 发 挥 他 们 在

农业标准化中的组织优势。 此外，有条件的地方，要稳妥地促进

土地流转制度的实施， 使有限的耕地适度向种养大户集中，形

成规模化种植、养殖加工业。

其六，充分发挥政府在农业标准化中的作用。 加快农业标

准化，离不开政府的正确领导。 但是，农业标准化不能建立在行

政命令的基础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领导方式也应该转

变，领导就是服务，基层政府在领导农业标准化的工作中，一定

要把提高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作为工作重点和立足点，这也是

三个代表的要求。 只有这样，农业标准化工作才能真正变成广

大农民的自觉行动， 农业标准化工作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才

能使农业标准化成为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一是可以通过建立农

业标准化示范园区，做给农民看，引导农民干；二是可以把农业

标准化与扶持龙头企业结合起来进行，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过渡

期 的农 业 支 持政 策，大 力扶 持 龙 头企 业；三 是把 农 业 标 准 化 与

实施 农 业 名牌 战 略 结合 起 来 进行，让 农 民从 中 得 到 实 惠；四 是

把农业标准化与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结合起来。 在此基础

上，政 府 还 要把 农 业 标准 化 纳 入法 制 化 轨道，对 一 些 涉 及 人 民

健康、国家食品安全的强制性农业标准，要依法强制执行。 对生

产和销售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行为，要

依法严厉打击。 还要在具备条件的地方，有重点地建立农产品

市场准入制度，把不符合标准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拒于市场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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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历史上属移民社会，移民主要来自闽地。 明清时期，

随着福建移民的大量迁居台湾， 台湾的土地得到大量垦殖，农

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1 台湾的福建移民

1971 年至 1974 年， 考古学者在台湾台南县左镇乡菜寮溪

发现 旧 石 器时 代 晚 期的 人 类 化石，被 称 为“左 镇 人”，其 年 代 距

今大约 2 至 3 万年。 “左镇人”是已知台湾最早的住民，与北京

周口店“山顶洞人”的时代大体相同，同属晚期智人。 “左镇人”

就 是 从 大陆 经 由 福建 长 途 跋涉，移 居 台湾 的，所 以“左 镇 人”也

被称为“大陆开发台湾第一人”。

早在黄龙二年（公元 230 年）春，吴国孙权派遣将军卫温和

诸 葛 直率 领 甲 士万 人 远 征夷 洲（即 今台 湾），俘 虏数 千 人 而 还。

隋朝大业年间（公元 605～616 年），隋炀帝也两次派军队到达流

求（即台湾）。 根据有关史料佐证，大陆汉族人民向台湾迁徙的

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盛唐时期。 1991 年台北县十三行发掘出唐

代遗 址，出 土了 大 量 的钱 币、金 银器 皿、铁 器、玻 璃 饰 物 及 玉 环

等物，从“开元通宝”可判断出该遗址当属盛唐时期。 另据文献

史料载录，明末曾游历台湾岛的普陀山僧人华佑说，他在刘（即

里脑，今宜兰县冬山乡补城村）见过唐碑，上书“开元”二字分明

可辨。 此外，台湾学者还提到，十三行文化遗址发现有汉代“五

铢钱”，这些都表明汉人抵台活动的历史是相当早的。

到宋代，就有了明确的记载，当时澎湖已有不少居民，并在

那里定居，而且已经从事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 更值得注意

的是，宋 朝 政府 已 经 在澎 湖 戍 兵防 守，澎 湖 在 建 制 上 已 经 归 福

建晋江县管辖了。

到了元朝，到澎湖的汉人更多，他们已在此地建造茅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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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定居的生活，不仅到海上捕捞鱼虾，而且在岛上种植胡麻、绿

豆，放 牧 成 群 的 山 羊，形 成 男 子 耕 、渔 、牧 ，女 子 纺 织 的 聚 落 社

会。 大陆汉人开拓澎湖之后，开始向台湾岛发展。

延及 明 代，在永 乐 以 后人 口 激 增的 压 力 下，同 时 为 逃 避 沉

重的赋税负担，福建一带的汉族人民冲破海禁，加快向澎湖、台

湾流动，在北港（今安平）附近的海岸平原上建立起村庄。 明朝

嘉靖 年 间 开始，中 国 东南 沿 海 崛起 一 批 海上 武 装 集团，他 们 也

出没于台湾各地。 1625 年，郑芝龙继承了颜思齐的武装班底，在

台湾建立根据地，设官分司，对北港一带的居民实行管理。 他乘

福建连年大旱之机，用钱米救济饥民，吸引大量汉人前往。 1628
年， 已就抚于明朝政府的郑芝龙经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批准，从

福建募集了数万人到台湾屯垦。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

地向台湾移民活动，掀起首次大陆汉族移台高潮。

在荷兰殖民者统治台湾期间，为发展殖民地经济,增加粮食

生产,除了郑芝龙招徕移民外，荷兰人也从大陆沿海运载移民前

来台湾。 特别是 1646 年清兵入闽以后,福建沿海战乱不已,灾害

频繁,迫使大批饥民乘船东渡，形成第二次移民高潮。

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 年），郑成 功 率 领大 军 东 渡台 湾 海 峡，驱

逐荷兰殖民者，收获台湾岛，从此进入了郑氏移民时代，台湾迎

来了第三次的移民高潮。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康 熙统 一 管 理台 湾 后，两岸 关 系

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由此开启了前后持续一百数十余年的大

陆汉族移台浪潮，这就是第四次移民台湾的高潮。

大陆汉族移民在荷兰统治时代结束时 （1661 年）， 大约是

2.5 万人左右。郑氏政权结束时（1683 年），大约是 12 万人。光绪

十九年（1893 年），全台人口 254 万余。 1905 年日本人第一次在

台湾从事比较科学的“户口调查”，全台人口是 312 万。

大陆移民，主要来自福建。 据清末成书的《安平县杂记》说，

台湾汉人隶漳泉籍者十分七八，隶嘉应、潮州籍者十分之二，其

它福建府州及外省籍者仅占百分之一。 1926 年日本殖民者对台

湾人口祖籍地调查显示：全 台 湾人 口 总 数 375.16 万 人，其 中祖

籍地为福建省者 311.64 万人，占人口总数 83.1%。

2 福建移民在台湾的垦殖

福建移民的纷至沓来，汇成一支开发台湾的浩荡大军。 他

们披荆斩棘，百折不挠，大力开发台湾的土地。 到 17 世纪中期，

大员（今台南）附近的开垦面积已达 7333hm2。 郑氏时代，除成片

开发府城（今台南）周围平原及凤山（今高雄）北部平原外，诸罗

（今嘉 义）一带 平 原、斗六 门（今 云林）至 林 圯埔 间 的 水沙 连、彰

化附近的半线、大甲溪以北的竹堑（今新竹）以及淡水河两岸已

有点状垦拓。 甚至极北的鸡笼（今基隆）、最南端的郎桥也因军

事需要有若干移民从事开垦。

清廷治台后，以已开发的台南平原中心地带为依托向南北

两路进垦，从此台湾土地开垦速度明显加快。 康熙年间，南部的

下淡水河流域与台北平地得到开发。 到乾隆后期，广阔而肥沃

的西部平地及毗连的诸多河谷台地已基本开发。 嘉庆年间，漳、

泉移民加部分广东移民将宜兰平原全境开拓。 咸丰年间，埔里

社盆地也基本开垦，标志着台岛宜垦土地的开发已基本完成。

移民开发的土地面积，“荷兰时代末期大约是一万甲，郑氏

结束时大约是三万余甲。 ……日本人占据台湾之后, 全面实施

‘土地 调 查’，从 西 元 1898 年 到 1903 年 间 清 丈 完 毕，台 湾 耕 地

面积达到七十七万七千余甲”。

在农业垦殖过程中，他们首先把家乡的农业生产技术带过

去并进行传播。 据记载，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为了帮助台湾土著

民发 展 农 业生 产，郑 氏政 权 发 给各 村 社 铁犁、耙、锄 各一 副，熟

牛一头，并派有经验的闽南农民到各社传授“犁耙之法”。 清朝

统一 台 湾 以后，福 建 移民 带 去 了更 为 先 进的 耕 作 技 术、农 田 水

利技术、制肥施肥技术、劳动工具等。 同时，他们还从祖籍地引

入稻谷、甘蔗、番薯、茶叶、烟草、蔬菜、花卉、水果、福州杉树、耕

牛等大量的物种以及樟脑、蔗糖、茶叶等农副产品加工技术等。

农业垦殖的成效是显著的。 从康熙四年（1665 年）起，农业

连年丰收，岛内粮食自给有余，出售至大陆。 《台湾通史》载：“郑

氏养兵七十有二镇，谘议参军陈永华乃申屯田之制，以足兵食，

又能以其有余，供给漳泉，以取其利”。 在明末清初二百多年内，

台湾从一个大部分地区尚未开发的岛屿，成长为一个传统经济

相 当 繁荣 的 区 域。 传 统 经 济主 要 由 农业 和 手 工 业 两 个 部 门 构

成，当时 的 手 工业 值 得 一提 的 仅 有制 糖 业，而制 糖 是 附 属 在 农

业之 中 的，因此 清 代 台湾 传 统 经济 的 发 展，基 本 上 就 是 农 业 部

门的发展。 农业的兴旺也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同时使台湾的居

民生活也日见富足。

3 结语

综上 所 述，我 们 至 少可 以 得 到以 下 几 点 启 发：一 是 闽 台 关

系血脉相连，多数台湾人是从福建移民过去的。 二是台湾的农

业垦殖主要是由福建移民完成的。 三是福建移民对台湾的农业

垦殖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当时台湾农业社会的崛起做出了历史

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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