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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據中泰兩國 2003 年 6 月正式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泰王國

政府關於在〈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早期收穫」方案下

加速取消關稅的協定》，中泰兩國從 2003 年 10月 1日開始實施的中泰

蔬果「零關稅」措施，兩國 188種蔬菜和水果的貿易關稅將全部免除。

龐大的市場帶來無限的商機，同時也增加了競爭的程度，蔬果產品進出

口總額在雙邊貿易中所佔的比重亦大幅上升。 

中國與東盟的貿易之間，中國的比較優勢在於溫帶蔬果，而東盟的

比較優勢則在於熱帶蔬果，因此，總體上中國可藉此擴展貿易，對山東、

河北等北方溫帶地區而言是有所利益，但對華南熱帶、亞熱帶作物地

區，卻可能有所衝擊。而對消費者而言，「零關稅」最直接的受惠，即

是可以買到物美價廉的進口水果和蔬菜。中國和東盟國家的水果有季節

上、品種上的互補性，可在銷售季節上發揮互補、調節的作用；中國的

蔬菜與東盟國家相比具有品種多、價格便宜的優勢。從短期而言，雖然

目前中泰水果進出口貿易的總額並不是很大，但是東盟國家內部的關稅

亦正在調降，而中國的蔬菜、水果如果以「零關稅」進入了泰國，亦等

於進入了具前瞻性的東盟市場。 

未來中泰蔬果產業為了提高收益，在運輸方式、經營策略、貿易手

段等方面應有所調整，除了積極參與「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經濟的

合作，亦須擴展其他海路的運輸方式。在物流方面，應加強蔬果的保鮮

與儲存技術以及改善包裝，以提高利潤。進一步透過電子商務的應用，

不僅可擴大中泰兩國蔬果產品的貿易，亦可加速中國與全球市場貿易的

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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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01 年底，甫加入WTO的中國，在農產貿易方面，作出策略性的決定，向

近鄰東盟地區開放農產品市場。當年 11月 4日，在中國-東盟第六次領導人會議，

國務院總理朱鎔基簽署了一個協議。此協議分兩個階段：2004至 2006 年約有 600

種產品關稅要陸續減免到零；第二階段是到 2010 年，中國與東盟之間將建立自

由貿易區。而第一階段中，約有 600種產品主要以農產品為主，稱為「早期收穫」

方案。依據「早期收穫」計畫，中國與東盟成員國的農產品關稅在 2004 年會降

到 10%的水準，2005 年將降到 5%，2006 年將全面實施零關稅。 

  在東盟十國中，中國又視各國情況給予個別國家更優惠的政策。2003 年 6

月 18 日，中國商務部長呂福源與泰國商務部長阿蒂塞，在北京簽署了《中華人

民共和國與泰王國政府關於在(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早期收穫」方

案下加速取消關稅的協定》。依據此一協定的內容，中國、泰國提前自 2003 年

10 月 1 日起對雙方蔬菜、水果貿易實施零關稅，比中國－東盟自由貿易區原定

時程提早三年實現此一目標。表示東盟十國中，主要農業國泰國，將率先攻入中

國市場。根據協定的規定，中泰蔬菜和水果貿易共包含 188個稅目產品，其中蔬

菜產品 108個，水果產品 80個，關稅將全部免除。 

  中國與東盟的貿易之間，中國的比較優勢在於溫帶蔬果，而東盟的比較優勢

則在於熱帶蔬果，因此，雖然總體上中國可藉此擴展貿易，對山東、河北等北方

溫帶地區而言是有所利益，但是對華南熱帶、亞熱帶作物地區，卻可能有所衝擊。

而對中國和泰國的消費者而言，「零關稅」最直接的受惠，即是可以用更便宜的

價格買到更多的進口水果和蔬菜。 

二、中泰雙邊貿易發展狀況 

  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易的情形，中國出口的農產品主要是蔬菜類、食用水果

及堅果類、魚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類、肉及食用雜碎類產品。2002 年，上述

產品出口至東盟的出口額合計為 5.7億美元。其中蔬菜產品出口最多，出口值為

2.3億美元，所占比例達 40.4％，其次是食用水果及堅果類產品，出口值為 1.8

億美元，所占比例為 31.6％。在東盟國家中，馬來西亞、印度、新加坡、越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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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是中國主要的農產品出口市場。而中國自東盟進口的主要農產品為食用水

果及堅果類產品、蔬菜類產品、魚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類產品。2002 年，三

大類產品進口總值為 4.4億美元，其中，食用水果及堅果類產品進口最多，進口

值達 2.2億美元。在東盟各國中，出口給中國農產品的主要國家是泰國、越南、

菲律賓和印尼。 

  在中泰雙邊貿易方面，近年來貿易額逐年增加，2003 年 1－7月，中泰貿易

額為 67.37 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 20.46 億美元，進口 46.91 億美元，中國逆

差 26.45億美元；而在 2002 年，中泰貿易額只有 85.61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

29.59億美元，進口 56.02億美元，逆差 26.43億美元，在 2002 年泰國為中國第

十四大貿易夥伴國。 

  中國對泰國出口的主要商品有：自動資料處理設備及零部件、紡織品、手持

或車載無線電話機、錄放像機、鋼材、電動機及發電站、積體電路及微電子組件

等。中國自泰國進口的主要商品有：自動資料處理設備及零部件、初級形狀的塑

膠、積體電路及微電子元件、化工原料、天然橡膠、鋼材、原油等。 

  在農產品方面，泰國根據 WTO 農業協定，對 23 種農產品實行關稅配額管

理，分別是桂圓、椰肉、牛奶和脫脂牛奶、土豆、洋蔥、大蒜、椰子、咖啡、茶、

幹辣椒、玉米、大米、大豆、種子、豆油、豆餅、甘蔗、椰子油、棕櫚油、即溶

咖啡、土煙絲、生絲等，這些商品在關稅配額內，實行低關稅，在關稅配額外，

實行高關稅。中國對泰較有競爭實力的土豆、洋蔥、大蒜、茶、玉米、黃豆等在

上述 23 種農產品之列，其他有競爭力的蔬菜和蘋果、橘子、梨等水果則不在此

範圍之內。根據泰國海關資料，泰國進口其他蔬菜、水果等農產品不需申請配額

或許可證，只需出口地商檢部門出示無蟲害證明即可辦理通關手續。 

  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02 年出口泰國的蔬菜和水果類產品分別為 847 萬美

元、1,372萬美元，分別佔中國出口泰國總額的 0.29%、0.46%，中國自泰國進口

的蔬菜和水果類產品分別為 1.14億美元、7,055萬美元，分別佔中國自泰國進口

總額的 2.04%、1.26%。 

  從 2003 年 1-9月底，中國從泰國進口的食用蔬菜的關稅率大多數為 13%，

食用水果的關稅率一般為 11%至 33%。在 2003 年 10 月 1 日協定生效以前，泰

國的熱帶水果進口關稅按照WTO規定的約束稅率是在 21%至 28%之間，但是由

於熱帶水果在中國屬於高消費產品，基本上並不受約束關稅的影響，使得泰國水

 3



果在中國市場的價格約是國產熱帶水果的兩倍。2003 年 9 月中旬在廣西南寧、

欽州、防城、北海等主要的城市，從泰國進口的榴槤每公斤零售價約在人民幣

45至 60元之間，山竹每公斤售價約在人民幣 30至 40元之間。 

  因此，中國之前是透過高關稅率，壓制了對泰國水果的消費。現在實施零關

稅，使進口的成本大幅降低，在價格相同的情況下，顯然泰國水果質量更佳。隨

著中泰蔬果產品進口規模的擴大，中國消費者將可以較便宜的價格買到榴槤、紅

毛丹、山竹等泰國特色水果，而泰國市場上也將大量出現產自中國的梨子、蘋果、

大棗、洋蔥、馬鈴薯等物美價廉的農產品。而關稅降為零後，估計泰國水果的價

格將比原來降低 11%-25%，勢必對市場產生影響。 

三、零關稅的影響 

  自 2003 年 10月 1日開始實施中泰蔬果「零關稅」後，中國境內原產泰國的

蔬菜水果銷售價格預期平均約有 17%的降幅。中泰蔬果產業為了提高收益，在運

輸方式、經營策略、貿易手段等方面都將有所調整，以因應此一改變。 

  中國與泰國的水果和蔬菜產品在種類上有所差異性，在季節上也有互補性，

泰國生產的榴槤、紅毛丹、山竹等熱帶水果，中國僅有少數地區能夠種植；而中

國北方地區生產的梨子、蘋果、大棗、哈密瓜、洋蔥、馬鈴薯等農產品亦是泰國

所欠缺的，因此互通有無對雙方均獲益。另一方面，泰國生產的龍眼、荔枝、香

蕉、番茄等水果和蔬菜產品成熟時間較早、上市時間較長，中國的同類農產品上

市雖然具有季節性，但是在品質方面具有優勢，因此，兩國產品可以在季節上發

揮互補、調節的作用。以蘋果、梨為主的中國北方水果，利用與泰國及東盟的熱

帶水果有很強的互補性，以擴大泰國及東南亞出口。從 2003 年 10月以來，出口

泰國的蘋果、梨等北方水果數量已較前一年增加 3成。 

  在於在中國南方，受到泰國優質水果低價的影響下，與東盟農業產業相近的

熱帶作物主要產區，華南的廣東、廣西、海南、福建和雲南五省，將受到很大的

影響。廣西、海南農業佔 GDP 的比重較為高，再加上此兩地的水果少有出口，

而在中國國內的市場佔有率勢將降低，因而首當其衝。廣東、雲南兩省水果生產

與銷售亦受到很大衝擊，廣東口岸 2003 年 10月份進口泰國蔬果暴增 61.8%，其

中榴槤、山竹、泰國香蕉的進口量大增，分別比 2002 年同期增加 1.2倍、1.7倍

 4



和 6倍。「零關稅」雖有負面的衝擊，亦有促進中國與東盟邊境國家農業結構的

調整與水果產業的發展。 

  鑒於泰國水果生產旺季在每年 4、5月，與中國 8、9月旺季有一定季節差，

中國南方的農企業開始做大幅調整。例如，廣東德慶縣的柑橘，原先在廣東一帶

非常暢銷，每斤零售價高達人民幣 6-7元。現在在泰國進口衝擊下，企業一方面

走出區域市場的經營模式，全力攻佔上海、北京等大城市的市場；另一方面，開

始轉征國際市場擴大對東南亞、澳洲的出口。此外，德慶縣也企圖透過擴大生產

規模、品牌化，以提升對泰國水果的競爭力。該縣貢柑原產量只有一萬噸，從去

年開始擴大產量，五年內預計成長到 30萬噸。而該縣剛向農業部申請通過的「中

國貢柑之鄉」品牌，亦希望透過品牌化，提高貢柑內外銷的能力。 

  位於中越邊境的廣西崇左市，根據其訂定的《崇左市產業發展規劃》，崇左

市未來幾年將重點發展南亞熱帶水果產業，建立獨具特色的南亞熱帶水果之鄉，

尤其是發展龍眼、鳳梨、香蕉等三大果類，以及高品質的柑橙，而加工型果品的

發展則著重在山黃皮、木菠蘿、欖、李等，此外對於野生雜果資源則加以保護和

開發，並進一步做好果品貯藏、保鮮、加工、運銷、包裝等產業。 

  首先，龍眼種植面積將發展到 50萬畝左右，江州區和大新縣將各建立一個

大型龍眼加工、儲藏保鮮工廠，設立冷藏運輸系統，推廣先進的乾燥技術，提高

桂元肉加工技術和包裝品質，以開發龍眼系列產品。其次，將種植 10萬畝鳳梨，

同時建設大型鳳梨罐頭、鳳梨片加工企業。第三，建設蕉類商品生產區，以發展

香蕉品種為主，針對西貢蕉耐貯運、抗寒、抗病較強的特性，予以扶植，並在主

產區建立大型批發市場，預計 2009 年蕉類發展到 20萬畝，其中香蕉 15萬畝。

第四，利用特有的雜果資源及氣候、土壤等優勢，以各縣（市）、區山地丘陵為

重點，發展山黃皮、木菠蘿、欖、李、桃、梨、牛甘果等加工型高品質雜果類，

建立亞熱帶乾果原料區。結合崇左市蔗糖生產的優勢，以亞熱帶果品為原料，建

立一家生產乾果、果汁、糖果的大型果品加工企業。第五，以亞熱帶果園為基礎，

結合當地自然條件較好、民風樸實、具有壯族特色的村莊，發展旅遊觀光農業和

休閒農業。 

  面對中國更加開放的措施，泰國政府亦已按照中國市場的要求制訂一套生產

和檢疫標準，泰國的企業也積極到中國進行市場調查。實施「零關稅」之後，中

泰水果、蔬菜產品是否具有競爭力，取決於生產成本、運輸成本的高低、市場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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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是否完整有效等。因此，泰國也已決定在中國的廣東和雲南各建立一個泰國

農產品的集散中心，目的即是要透過收集完整有效的市場訊息，把資訊傳回給蔬

果生產者，以最短的時間把新鮮蔬果運到市場，減少中間過程，達到降低成本、

蔬果保鮮的目的。 

  此外，泰國政府十分重視農業生產，現在正積極鼓勵農民種植蔬菜，目前已

經開始實施一項蔬菜開發專案，由政府提供種子和化肥，農民負責種植和採收，

採收的蔬菜再由政府委託的機構統一收購，再銷售到市場。不僅減輕了農民的投

入成本與風險，亦保障農民的收入，同時也降低了蔬菜的價格。如果泰國政府長

期持續實施此政策，或是以補貼的形式鼓勵農民種植蔬菜，則中國蔬菜的價格優

勢將受到威脅。因此，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應採取積極措施，儘快制定因應策略，

把握「零關稅」這一歷史性機會，佔領泰國蔬菜市場。 

四、中泰貿易運銷的狀況 

  中泰兩國實施蔬果「零關稅」後，水果蔬菜的貿易快速發展，而中泰蔬果是

否具有競爭力，運輸過程及成本是一個關鍵因素，因此，促使運輸的暢通已成為

中泰兩國乃至東南亞各國關注的問題。中國和泰國之間沒有陸地接壤，兩國的蔬

菜水果貿易運輸，主要是經過「瀾滄江-湄公河」此一水路進行，此水路是在「瀾

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的背景下展開的。過去泰國有八成的熱帶水果是

從這條水路進入中國的，而中國也有大量的水果、蔬菜經過此水路進入泰國。瀾

滄江-湄公河全長 4,880公里，依河流長度排序，為東南亞第一大河、世界第六大

河。「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按照亞洲開發銀行的界定，涵蓋瀾滄江-湄公河

沿岸的老撾、緬甸、泰國、柬埔寨、越南五國以及中國的雲南省。 

  對中國而言，投入「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是實施西部大開發

的一項重要政策。透過積極參與「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經濟的合作，將促進

中國雲南省及西南地區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關係，透過彼此的比較優勢，創

造有利於中國及次區域國家的友好關係，改善西南地區經濟相對落後的狀況，進

而使中國大西南與次區域地區連結成為一個和平、繁榮的地區。 

  清萊府位於泰國最北部，與緬甸和老撾相接壤，清盛碼頭則是「瀾滄江-湄

公河」流經泰國最重要的港口，中國的水果蔬菜，主要是經過水路從雲南運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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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碼頭，再銷售到泰國各地，因此是中泰兩國的貿易集散中心。貨物從西雙版納

的景洪碼頭裝上船，一路順流而下，到達清盛碼頭只需 8個小時。從清盛逆流而

上時，到達西雙版納只需 12個小時，尚可符合水果蔬菜產品對運輸時間的要求。

目前泰國中央政府計畫斥資 2億泰銖清理河道，以擴大航道的通航能力，為中泰

貿易運輸量的快速成長做準備。目前清盛碼頭貨物通關能力沒有問題，唯一的問

題是碼頭上沒有進出口代理商的服務，而當地政府亦已著手解決此一問題。然

而，這條航道目前最多只能行駛 200噸至 250噸的貨船，運載能力仍相當有限，

因此長期而言，中泰蔬果的運輸仍須擴展其他方式。 

  中國環北部灣的防城港、欽州港、湛江港、北海港等港口具有背靠大西南、

面向東南亞的優越地理位置，可利用其海路運輸成本低、運輸量大、碼頭裝卸和

倉儲條件好、陸路交通便利的條件，建構中國和東盟兩大市場的水果、蔬菜物流

中心。目前防城港已經成為大西南地區的物流中心，且已在廣西、雲南、貴州、

四川、重慶等地建立了物流網點。未來，泰國等東盟國家在防城港卸貨的水果蔬

菜，將有可能在一天之內即送到大西南主要城市。 

另一方面，實施生鮮供應鏈管理，將可促使中泰農產品貿易獲取更高的利

潤。依據廣西農業部的研究，中國水果、蔬菜等農產品在採摘、運輸、儲存等物

流過程的損失率在 25％至 30％左右。相較於泰國水果不但上市時間長，而且保

鮮技術好，目前中國的農產品物流業仍處於粗放型管理階段，對保鮮技術和運輸

冷藏技術等方面的投入明顯不足。而歐美先進國家的損失僅為 1.7%至 5%。中國

水果儲藏能力僅占總產量的 20%，而且多以簡易儲藏為主，冷藏、氣調儲藏僅佔

儲存能力的 7%。已開發國家 95%以上的水果已能做到即時儲藏，並且 70%至 80%

能即時氣調儲藏。顯然中國應加強蔬果的保鮮與儲存技術。 

泰國熱帶水果的特點是水分多、容易腐爛，因此，泰國的農業企業採收荔枝

後，即進行保鮮處理，隨即運輸到國外市場上，以提高售價，處理過程迅速又有

制度。中國農產品的行銷方式，大部分水果均未做保鮮處理，採多少賣多少，如

果遇到大豐收年，價格大跌亦導致虧本。以往中國企業為了擴大水果出口、降低

成本，不願投入包裝的成本，導致在泰國市場的中國梨子、蘋果雖然質量不比日

本的遜色，但由於日本產品有精美的包裝，價格自然因此高出 1-2倍。如果中國

水果的包裝可以改善，則利潤應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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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國外的水果運到國內，僅用於保鮮和冷藏的費用一般就占整個成本的 15

％以上，因此，雖然關稅下降，但是如果用空運的方式從泰國大量進口水果，成

本仍非常高；如果採取陸運和海運的方式，物流企業就必須有冷藏車和冷藏船配

備，碼頭和港口亦須建有冷藏倉庫，然而，這些設施目前在西南地區仍很匱乏，

因此要迅速擴大進口業務並不容易。目前，為因應中泰果蔬「零關稅」帶來的商

機，企業已經開始注意到改善物流管理的重要，防城港亦已在籌畫採用冷藏船運

輸水果和蔬菜，並建設冷藏倉儲中心。 

此外電子商務的應用，亦是未來重要的發展，主要是因為非典型疫情，使得

中國的電子商務迅速發展。雖然目前中泰兩國電子商務發展水準不是很高，但是

由中泰果蔬「零關稅」的發展，可知農產品貿易全球化是一必然趨勢，未來網路

資訊技術在農產品經營與行銷管理的應用將大為增加。因此，中泰實施蔬果「零

關稅」是中國與東盟建立自由貿易區的前奏，也是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後對農業

的一大考驗，未來農產品的貿易，必須有效運用現代資訊技術，才能因應國際市

場的瞬息萬變，立即取得資訊以滿足客戶的需要，並加速農業的發展。未來中泰

兩國蔬果產品的貿易，將有可能利用網路資料庫進行市場調查、透過網路直接銷

售、提供產品資訊和服務。 

五、結論 

根據中泰兩國 2003 年 6月正式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泰王國政府

關於在〈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早期收穫」方案下加速取消關稅

的協定》，中泰兩國從 2003 年 10月 1日開始實施的中泰果蔬「零關稅」措施，

兩國 188種蔬菜和水果的貿易關稅將全部免除。此一政策把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市

場和一個陸仟萬人口的市場連接在一起，龐大的市場帶來無限的商機，同時也提

高了競爭的程度。蔬菜和水果產品貿易關稅的大幅下降，刺激中泰兩國進口此類

產品，蔬果產品進出口總額在雙邊貿易中所佔的比重亦大幅上升。 

中國和東盟國家的水果有季節上、品種上的互補性，例如泰國、越南的龍眼

與中國的龍眼可在銷售季節上發揮互補、調節的作用；中國的蔬菜與東盟國家相

比具有品種多、價格便宜的優勢。因此，藉由中泰蔬果「零關稅」措施，中國可

出口至泰國具有比較優勢的水果和蔬菜產品。從短期而言，雖然目前中泰水果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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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貿易的總額並不是很大，但是東盟國家內部的關稅亦正在調降，而中國的蔬

菜、水果如果以「零關稅」進入了泰國，亦等於進入了具前瞻性的東盟市場。 

未來中國欲提升實施零關稅後，中泰蔬果貿易的競爭力，除了積極參與「瀾

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經濟的合作，亦須擴展其他海路的運輸方式。在物流方面，

應加強蔬果的保鮮與儲存技術以及改善包裝，以提高利潤。進一步透過電子商務

的應用，不僅可擴大中泰兩國蔬果產品的貿易，亦可加速中國與全球市場貿易的

開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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