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6 月 24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本報告已力求所提供的資料為可靠及中肯，惟對內容之完整、準確及有效性不作任何保證。本報告亦不構成

任何投資或買賣建議，讀者應對本報告進行獨立評估及判斷，並建議在進行有關投資或買賣時徵詢專業人士的意見。 

1 

《商報》專欄 

農民與市民 經濟發展新平衡 

筆者上週從北海道旅遊返港。去日本，當然去「濕平」。沒辦法，安倍經濟學下，

日圓比高峰期跌了四成多，不出血才奇怪。然而，今次筆者不是去扎幌或小樽，而是走

到老遠如網走及知床等充滿大自然氣息地方。可以「濕平」嗎？說笑吧。到處不是花草

樹木，就是高山流水。不過，若大家有真的有這個想法的話，那就是太落伍。 

 

何解落伍？先介紹一下北海道。2013 年北海道的道內生產總值約為 18 兆日圓，人

均收入為 247 萬日圓，排名第 36 位，低於全日平均水平。無他，以產業論經濟，和其

他地區相比，農業在北海道佔有較重要地位。同時間，北海道是日本的糧食基地，擁有

全國四分一農地，小麥、大豆、馬鈴薯以至玉米、牛奶都是全日本最大產地。另外，在

森林覆蓋率超過七成與受惠於地處寒暖流交界的漁場下，道內的第一產業收入比重會較

其他地區高。比起以金融業為首的東京及大阪等，北海道的人均收入較低亦不足為奇。 

 

大家可能會認為北海道只是一個以農業為生的地區。然而，從產業角度出發，若大

家對農業經濟有研究的話，都會發現北海道的農業發展是中國及台灣以至南韓的學習對

象。正確點來講，是休閒觀光農業，而不是傳統農業。而在這可以「濕平」的東西，亦

不是東京可以買到。 

 

先講講筆者一些經歷。此次旅遊有兩大驚喜，一是日本人的英語水平，二是觀光農

業發展。在下前往道東近知床的某一大型牧場，場內當然可以自由觀光。但不同的是，

牧場亦提供不少收費節目，如製牛奶課程與牧場深度遊，或製牛油課程等。大家可能認

為牧場提供這類服務不足為奇。沒錯，在南韓及台灣等地，以第一產業為主，輔以第三

產業的服務業皆已成長期發展之道。筆者去過不少這類觀光農場，但感覺上，能夠提供

有規模及多選擇的觀光服務還是第一次。 

 

這類觀光農業在北海道十分盛行。北海道以至日本的觀光農業能夠有如此發達的發

展，全因政府政策的全力配合。20 世紀中期，在日本經濟逐漸起步下，第一產業繁榮

發展。在政府大力支持開發與經營下，許多農民針對當地的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建設一

些圍繞當地特色而精心設計的旅館、酒店、商店、娛樂設施等，吸引大批遊客來訪，形

成觀光農業的雛型。 

 

其後由於日本國民生活水平提高，高價產品消費不再是主流，生活體驗及環保旅遊

逐漸抬頭。同時間，《景觀法》、《溫泉法》或《旅行業法》、《森林法》都為《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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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國推進基本法》和《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作出修訂來保障各區景觀及服務質素，

大大提高國民的旅遊意欲。 

 

有政策支持，道內經濟重現活力。然而，北海道的觀光農業發展，對全球經濟的未

來走向更能充當盲公竹。先講講這位牧場主人的背景，筆者曾問過她：「你那麼年輕（約

20 多歲），是否由小就在牧場生活？」沒錯，這位小主人自小就在牧場生活並於當區完

成大學學位，其後去過札幌當一份文職，但兩年前已回歸農場並協助老父發展觀光生意。 

 

根據這位牧場主人所講，她身邊朋友也逐漸回流牧場作觀光旅遊生意。她講過賣一

頭乳牛的價錢為 20 萬日圓左右（即一萬多港元），但以上述旅遊團為例，每人最少盛惠

150 元港幣，而且時間上只花一個至兩小時。試想想，相對於賣一頭牛，陪陪客人周圍

觀光，再介紹一下農場設施，以第一產業為主輔以服務業為生所賺取的金錢是容易得多。 

 

以宏觀經濟角度看，根據 2009 年中國商務部政策研究室指出，上述所講的日本農

戶已非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農業收入佔其總收入比重自 1970 年代後已明顯降低，目前

農戶總收入八成是來自非農業收入。何解會出現這情況？不就是在農產品上加上了附加

值──服務業。亦即是，農村既為第一產業的所在地，隨後加上第二及第三產業特性，

這樣的一條龍服務，成就今天的觀光農業。 

 

日本的觀光農業發展已比歐美來得遲，而時下人口經濟學等都提出一套理論指城鎮

化不一定是指把村落人口遷移至城鎮，而是發展以農為本的農村城鎮化。其特點在於他

們的規模處鄉村及大城市間，即既有大城市現代先進生產技術，亦有農村環境的自然特

色。要發展這類農村城鎮，一大要點便是提供由內到外的培訓，先加強農村人民認識區

內獨特的資源優勢並加以教育，繼而吸引外資及人才持續發展。這種以提升農村人口質

素為起點的城鎮化，過程雖較傳統城鎮化來得緩慢，但卻更好地解決農村人口盲目地遷

入大城市所帶來的一連串如環境污染以至老人供養及教育等城鎮化問題。更甚的是，觀

光農業興起可挽留傳統農業人手以解決自身不足問題，從而釋放農村經濟生產力並成為

新經濟的增長點。 

 

在下確實沒有欺騙大家。在 4 月韓國之旅上，繁華如東大門，懂講英文的銷售員少

之又少。相反，即使在北海道的偏遠牧場上，場內主人的英文水平實在叫人驚喜。更重

要的是，她是 80 後的大學畢業生。大學畢業生在農村工作，你能夠想像嗎？也許過往

大家一直所想的城鎮化模式已經發展至樽頸。何謂市民，何謂農民，概念上似乎跟以往

有所不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要尋找突破點，眼界就要看得遠一點，闊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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