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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臺灣協助泰北發展訪問團」 
 
 
 
 
 
 
 
 
 
 
 
 
服務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姓名職稱：所長  陳駿季 
考察地點：泰北．清邁、清萊 
出國期間：107 年 8 月 10 日至 107 年８月 15 日 
報告日期：107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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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駐泰代表處籌劃並由台灣民間教育、產業、農業、醫衛及

NGO 等專家學者，結合泰國曼谷關心泰北僑務臺商等計 50 餘人組成

之「台灣協助泰北發展訪問團」，於本年 8 月 10 日至 15 日訪問泰

北清邁、清萊地區，期望藉由國內產業、技術等優勢民間資源、技術

挹注，全面發展泰北地區技術轉型。 

本次「台灣協助泰北發展訪問團」區分「政社組」、「人才組」、「健

醫組」及「產業組」4 組共 42 人赴清邁、清萊等地訪問，因地制宜

推介台灣所能提供之資源與服務。其中「政社組」負責推動泰北未來

發展政策及社福慈善團體關懷援助行動之說明；「人才組」負責推動

泰北華校回台升學招生及曼谷台商人才徵募；「健醫組」提供泰北僑

民健康諮詢；「產業組」則邀集本會及屏科大農業專家與國內優勢電

商通路、行銷專家與當地從事農作業者進行交流。 

本會南向推動策略中，有效引導國內業者結合目標國台商進行實

質之策略性合作是重要議題。台商普遍反映目前台灣的農業技術輔導

並無法擴及到海外基地，導致在技術來源不穩定的情況下，對於農業

的投資普遍持保留態度。建議本會在農業技術輸出/輔導政策論述上

應有更明確之指引，將台商在東南亞地區的農作生產視為是台灣生產

基地的延伸，公部門研究成果與服務能量將可以有效的拓展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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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駐泰代表處此次籌組「台灣協助泰北發展訪問團」，主要目

的係為調整過去長期以來台灣協助泰北較側重華文教育的作

法，期藉由國內產業、技術、醫療與慈善等民間資源的挹注，全

面提昇泰北地區的發展，透過產業發展與醫療提升，落實泰北未

來華文教育永續發展的目標，並強化台灣與泰北的連結與交流合

作。 

 

貳、行程 

 

日   期 行程/工作內容 

107 年 8 月 10 日 台北至清邁   訪視清邁雲南會館及湄         

州大學 

107 年 8 月 11 日 清邁         訪視清邁大谷地村華興

中學。 

107 年 8 月 12 日 清萊         訪視清萊建華高中、清萊

雲南會館 

107 年 8 月 13 日   清萊         訪視清萊滿星疊地區華

校、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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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8 月 14 日 清萊         訪視泰北義民文史館、光

復高中 

107 年 8 月 15 日   清萊-曼谷-台北  返程 

  

 

參、本次觀察內容與心得 

一、 本次訪視活動由駐泰代表處組團並安排所有行程，該處已於

１０７年１０月１日將本次『台灣協助泰北發展訪問團』赴

泰北訪問重要內容與活動紀要發函至農委會，詳如附件一。 

二、 泰北地區從事農業經營的台商集中在清邁地區。就農產品銷

售而言，以生產生薑、梅子、茄子、柑橘、芒果與茶為主，

其中生薑與梅子經簡易加工後銷售日本市場。目前問題是生

產端產品品質不穩定。 

三、 相對於台商的大面積經營模式，泰北僑民所生產的農產品以

提供區域性所需玉米與蔬果為主，少部份種植火龍果、芒果

與紅藜，但種植面積偏小，亦沒有相對的產銷組織，遭遇到

的問題亦以病蟲害防治為主。初步觀察，此區域的在農業經

營上的技能除了少數台商引進台灣技術外，多數僑民的技術

來源主要是透過非正式的學習，並沒有獲得外來的協助。 

四、 國合會多年來持續在泰北地區執行泰國皇家合作計畫，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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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已有許多國內專家前往指導。惟，合作與指導的對象僅限

於皇家計畫所界定的場域範圍，當地台商並未獲得任何技術

諮詢輔導。 

 

肆、建議事項 

一、 本會南向推動策略中，有效引導國內業者結合目標國台商進

行實質之策略性合作是重要議題。台商普遍反映目前台灣的

農業技術輔導並無法擴及到海外基地，導致在技術來源不穩

定的情況下，對於農業的投資普遍持保留態度。建議本會在

農業技術輸出/輔導政策論述上應有更明確之指引，如果將

台商在東南亞地區的農作生產視為是台灣生產基地的延

伸，公部門研究成果與服務能量將可以有效的拓展到海外。 

二、 外交部長期在泰北地區投入教育與醫療資源協助，已受到僑

民的高度肯定。由於泰北地區的僑民生活習性與村落外部環

境有點類似台灣的原住民部落。從協助泰北僑民增加農業生

產收入的角度，如適度的導入台灣的小型社區地方創生概

念，配合作物病蟲害整合性管理與農產品初級加工技術導入

/輔導，應有機會讓泰北各村落的農業經營朝向自主性永續

循環發展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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