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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贛臺經貿文化合作交流大會（贛臺會）已連續舉辦 13 年，本屆(第 13 屆，2015 年)

著重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現代農業、旅遊產業等領域，拓展贛臺經貿文

化合作。除了開幕大會外，本屆贛臺會尚舉辦臺灣青年創業基地授牌、第 2 屆兩岸茶

文化論壇等重點活動。會後，赴江西省吉安市、景德鎮市參訪了大陸重點農業科技園

區、以陶藝文化為基礎的文創旅遊產業與商品設計、生產與行銷。整體而言，大陸的

重點農業科技園區雖然擁有許多硬體優勢，但侷限於高科技農業人才不足、缺乏策略

性經營管理觀念的高階人才、有效率的生鮮蔬果運籌機制等軟實力，以致短期間之成

效尚不顯著。在大陸農業、文創旅遊與文創產業蓬勃發展之際，臺灣企業應利用自身

的創意設計、創新創業、市場導向、經營管理等優勢，以收「臺灣研發、大陸生產、

全球行銷」之效，共創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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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近幾年來，個人從事許多海峽兩岸企業之比較研究，部分研究成果業已撰寫成論

文發表於學術研討會中，目前尚有論文初稿正進行最後潤稿，準備投稿於國內外重要期

刊埨文中。為增進對兩岸企業更多了解，蒐集更多研究題材與資料，參加於 8 月 18∼21

日於中國大陸地區江西省宜春市所舉行「第 13 屆贛台經貿文化合作交流大會（贛台

會）」。本屆贛台會舉辦台灣青年創業基地授牌、第 2 屆兩岸茶文化論壇等重點活動，並

著重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現代農業、旅遊產業等領域，拓展贛台經貿文化合

作。會後，赴江西省吉安市、景德鎮市參訪農業科技園區之運作、文化旅遊產業與文創

商品之營銷等項目。 

二、過程 

(一)、參加「第 13 屆贛台經貿文化合作交流大會（贛台會）」之大會開幕典禮，參與現

代服務業論壇，聆聽台灣鄉林集團賴正鎰董事長在山東省青島市所投資開發之青

島涵碧樓酒店，其規劃理念、產品與服務內容、設施配置、品牌經營…等成功經

驗。 

「第 13 屆贛台經貿文化合作交流大會（贛台會）」大會開幕典禮 

(二)、參觀「井岡山國家農業科技園區」 

於 2015 年 8 月 20 日參觀創建於 2001 年「井岡山國家農業科技園區」，該園區在

2002 年確立為省級農業科技園，2003 年納入國家級農業科技園管理，2010 年元月正式

批准掛牌為國家級農業科技園區，2012 年在全國已驗收掛牌 38 家國家級園區中被評為

優秀，名列全國第六位。園區核心區位於吉安市吉州區興橋鎮，離吉安市城南新區 3

公里，規劃面積 15000 畝，目前已建成面積達 5000 餘畝。圍繞無公害蔬菜、特色果業、

花卉苗木、茶葉等我市農業主導產業，建成了畜禽良種繁育、無公害蔬菜繁育、特色果

業、特色花卉苗木、農民技術培訓和管理服務等功能區；建成了奶牛養殖基地、種鴿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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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豬場、葡萄設施栽培基地、特色花卉苗木基地、蘆筍栽培示範基地、茶葉標準園生產

示範基地、組織培育中心和蘭花設施栽培基地、大型能環沼氣工程、農業休閒山莊、生

物農藥生產、生物有機肥生產等項目。核心區內現有江西天人生態股份有限公司、江西

牛牛乳業有限公司、江西綠巨人市政園林公司、吉安卓力園藝投資有限公司、江西廬陵

香食品有限公司等企業 24 家。 

2012 年園區對總體規劃進行了完善和提升，整體佈局調整為「一心兩環兩帶四區」。

一心即綜合服務中心，兩環即園區南北區塊內部主幹道環線，兩帶即吉福路農業景觀帶

和羅浮濱水景觀帶，四區即花卉苗木展示區、特色果蔬示範區、休閒度假區、農產品加

工區。今後三年，園區的發展定位為：立足現代農業發展，立足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農

業產業化水準提升，立足農業的開放、農民的增收。圍繞農林科技科研、現代農林示範、

服務農業，用工業的理念、項目的手段，加強園區組織領導，加大園區資金投入，加快

園區建設速度，創新體制機制，創新農業科技，創新發展模式，壯大園區企業，壯大園

區產業，壯大園區實力，使園區在我市現代農業水準提升、現代農民發展進步、農民增

收、美麗鄉村建設乃至城市文化旅遊、休閒觀光中發揮應有作用。 

本次參訪也和在「井岡山國家農業科技園區」投資之 2 位台商董事長座談，了解台

商在園區之經營管理心得。 

「井岡山國家農業科技園區」之規劃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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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岡山國家農業科技園區」之主導產業 

「井岡山國家農業科技園區」之設施農業 

(三)、參觀「江西省乾農生態科技有限公司」 

為瞭解江西省樂平市現代農業發展和有機蔬菜水果種植情況，2015 年 08 月 22 日赴

江西省乾農生態科技有限公司，參觀考察了該公司現代農業科技園區。隨後，與乾農生

態科技有限公司幹部座談。座談會上，乾農生態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介紹了公司發展情

況，並就發展有機蔬菜水果種植發表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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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乾農生態科技 

與江西省乾農生態科技幹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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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乾農生態科技之火龍果園 

江西省乾農生態科技之部分農產品 

(四)、參觀「江西省景德鎮古窯文創園區」 

景德鎮為中國歷史上著名的瓷都，其陶瓷產業延續近千年，自宋代起成為中國重

要瓷器生產基地，至清朝達產業發展巔峰。歷經宋代至清代的時代演變，景德鎮千年來

依靠著陶瓷產業維繫生存了千年而沒有中斷，景德鎮的陶瓷產業可以說是代表了整個中

國陶瓷的發展歷史。從御窯廠、陶瓷歷史博覽區到陶瓷博物館，完整呈現景德鎮的陶瓷

歷史文化，以及代表景德鎮陶瓷發展源頭的古窯，則是一個結合歷史、陶瓷、人文與自

然生態的區域，透過參訪，讓我們從歷史遺址中瞭解陶瓷如何造就景德鎮，而現在景德

鎮如何善用這些歷史文化資產推動城市行銷。 

「江西省景德鎮古窯文創園區」之師傅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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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景德鎮古窯文創園區」之古窯外觀 

「江西省景德鎮古窯文創園區」之古窯內部 

(五)、參觀「法藍瓷(景德鎮)展售中心」 

臺灣知名陶瓷品牌『法藍瓷FRANZ』於2003 年應邀至大陸景德鎮設廠，該公司著

重的是景德鎮深厚的歷史淵源，決定到景德鎮投資生産，其實就是希望運用“景德鎮＂

這三個字的品牌。具有千年瓷都之名的青花瓷，千年來一直是中國陶瓷的發展重鎮，然

而，現在的景德鎮陶瓷產業其實已經沒落了，此時藉由臺灣著名的精品瓷器品牌「法藍

瓷」進駐設廠投資，雙方產生之影響與效益為何真如預期創造兩岸瓷業雙贏之局面。本

次藉由參訪景德鎮法藍瓷展售中心，瞭解目前法蘭瓷於景德鎮的發展策略、經營理念及

遭遇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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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藍瓷(景德鎮)展售中心」 

「法藍瓷(景德鎮)展售中心」文創商品之品牌故事 

三、心得與建議 

(一)、本校相關學系與「井岡山國家農業科技園區」高科技農業生技人才之交流 

「井岡山國家農業科技園區」雖然占地非常廣闊，但大陸因為國土遼闊，在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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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技人才方面之培育，並不普及，以致許多屬於中央或省級之國家農業科技園區，

其執行績效和各期之規劃目標，尚有一大段距離。主管單位雖極力招商引資，但高科技

農業生技人才招募不易，推動尚有許多困難。 

本校在農業與生物科技類擁有深厚基礎，如何在政府主管機關的許可範圍內，利用

大陸廣大土地資源與市場需求，進行產學合作交流？學生教學實習？培養更多具有實作

經驗的畢業生，增強學生就業力？都是值得後續推動交流合作的議題。 

(二)、「有機農業」之生產條件與品牌行銷有許多改善空間 

大陸所謂的「有機農業」其實勉強只能說是「無毒農業」，因為從土壤改善、有機

肥料、用水灌溉、硬體設施等各面向而言，都尚有許多不足之處。此外，各園區所生產

的農產品如何有效率的運送到適當的行銷通路(如大賣場、生鮮超市)，所衍生的農產品

包裝、生鮮運送、品牌行銷…，都是亟需解決的重要課題。 

（三）善用深厚的文化資產，發展文化旅遊與文創商品 

景德鎮在陶藝方面已有千餘年的歷史，留下許多專為皇宮服務之官窯；該市市政府

亦懂得善用景德鎮瓷都之名及深厚的文化資產。當地政府近幾年積極恢復各地文化遺

址，依託歷史賦予這個城市的文化底蘊，將老祖宗留下之文化資產轉變為文化資本。因

景德鎮屬內陸城市，城市整體發展受地理環境影響，因此仍不如沿海都市，然而自古在

活絡的陶瓷產業加持下，景德鎮的陶瓷文化成為其獨一無二的城市特色，以陶瓷為主題

發展文化旅，成為行銷景德鎮的亮點。 

臺灣載文創產業和中國大陸相較，目前尚有相對優勢。以人才為例，臺灣的設計人

才能力還是比中國大陸強，年輕人之創意發想及創新實踐能力，也優於大陸年輕人。再

加上台灣保有優良的中華文化傳統，臺灣的文創業者對於將品牌推廣到國際市場比較熟

悉，所以在建立品牌與推進品牌等行銷方面，臺灣還是比較領先的。因此當臺灣的文創

業者到中國開拓市場，應將中國市場視為一個通路，進去之後積極拓展通路，完成通路

的佈局，透過大陸市場的佈局，臺灣的文創事業品牌可以躍進國際市場，達到成為國際

化的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