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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寮國是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發展中國家，其中農村人口占總人口

的 70%以上。近年來，寮國政府積極推動農業發展策略，旨在提升農

民的收入並降低貧困率。自 1986 年以來，寮國實施了一系列經濟改

革，這些改革的目標是將社會主義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在此轉型過

程中，國際貿易和中國影響力是關鍵因素。本研究深入探討了寮國農

村發展的現狀、趨勢以及面臨的機遇，特別強調了國際貿易和中國投

資的影響。透過文獻分析方法，來源包括了學術論文、世界銀行報告

和統計數據等。研究認為，中國在寮國農村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寮國對中國投資的依賴日益增加，不但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

也顯著改變了農家的生計策略和農村地區發展的面貌。  

關鍵詞：新經濟機制、中寮鐵路、國際貿易、農業發展、農村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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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寮國是東南亞大陸的一個小型內陸國家，2021 年人口約為 738 萬

（United Nations, 2022）。雖然寮國擁有豐富的資源，卻是東南亞中最貧窮

的國家。改善貧窮是寮國政府的重要目標，因而自 1986 年開始推行經濟改

革，引入「新經濟機制」（New Economic Mechanism, NEM）政策，從原來

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以創造經濟成長（Cole & Ingalls, 2020; 

Thongmanivong & Vongvisouk, 2006）。市場經濟導向的策略包括了使寮國加

強其符合國際貿易體制的能力，寮國積極尋求外國直接投資，並且透過和

鄰國的外交、商業活動和貿易關係，加入全球化經濟體系。 

寮國的新經濟機制（NEM）包含了一系列的政策與實踐。自 1986 年開

始的經濟改革大抵歷經了三個階段：（1）1986-97 年，開放對市場經濟的管

制和鼓勵私營企業發展；（2）1998-2015 年，加強基礎設施以吸引外國投資；

（3）2016 年至今，推動工業化和現代化，以提高寮國的經濟競爭力

（Thongmanivong & Vongvisouk, 2006）。此外，寮國積極參與區域和全球經

濟的影響，包括了 1997 年加入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及其自由貿易區

（AFTA），2004 年與美國簽署雙邊貿易協定（BTA），2007 年加入亞洲開發

銀行（ADB），2013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寮國也是 2015 年成立

之東協經濟共同體（AEC）的成員國（Mirza & Giroud, 2004）。寮國的經濟

政策改革也積極提升他和周邊國家的貿易關係，和中國、泰國、越南等簽署

了自由貿易協定，降低雙邊貿易的關稅。寮國政府也致力於發展基礎建設，

改善交通運輸的條件，降低成本。而且，寮國政府積極吸引外商的投資，特

別是中國。於是，近年來中國成為寮國最大的外商投資來源國；中國企業大

量投資寮國北部，包括農業契作貿易，以及大型商業建設。 

寮國的市場導向經濟政策改革著實帶來了豐碩的成果。自 2000 年代以

來，其經濟增長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之一；人均 GDP 從 1990 年的 204 美

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321 美元，2013 年的 1,646 美元，2023 年為 2017 美元

（OOSGA, 2023）。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92 年寮國的貧窮率為 46%，

2000 年降至 33.5%，2019 年降至 18.3%（World Bank, 2020b: 4）。貧窮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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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反映了經濟改革的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中寮泰」（亦即中國─寮國─泰國）全程鐵路於 2023 年

2 月 8 日首發，以 55 個小時的時間從中國昆明抵達泰國曼谷，這個「快速」

的基礎交通設施加速了寮國已經進行了近 40年的市場導向式的經濟治理模

式，大大地改變了寮國原本以農業為本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寮國現今仍是

個由小農家戶組成的農業國家，2021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寮國有 58.09％的

勞動力是農業工作者，農業產值佔全國的 28％（FAO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21）。歷史上農民採用自給自足是式活動的模式，其中最

常見的作物是稻米，其他則包括玉米、蔬菜、水果、咖啡、茶、香料、甘蔗

和棉花。中寮泰鐵路的第一段是中寮鐵路的「瀾湄快線」國際貨物列車從昆

明到寮國的永珍，第二段是泰國米軌鐵路，從永珍到曼谷。往返於中國、寮

國、泰國之間火車運送了冷鏈貨櫃，其中裝載了新鮮蔬菜、龍眼、榴槤等應

季水果。顯見中寮泰鐵路將大大激發寮國與中國、越南和泰國的貿易關係，

帶給寮國農業發展的重大商機，將衝擊寮國原有的農村產業和生活結構。  

新經濟機制（NEM）將加強農業現代化與商業化設定為最優先的發展

事項（Thongmanivong & Vongvisouk, 2006），隨著市場為導向的農業逐漸生

根，某種程度上可謂是取代了以自給自足為基礎的傳統耕作模式（Wright, 

2009）。甚至，許多國際資助機構將寮國近年來顯著的貧窮率下降，歸功於

寮國農業部門的收入成長所致（World Bank, 2020）。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

寮國經濟改革對其農業部門的影響及對農村發展的廣泛影響。此外，研究

將深入了解在國際貿易變化和中寮鐵路開通等重大發展後，寮國與中國關

係的動態。首先，本文將耙梳寮國新經濟政策下的農業政策，其次說明寮國

農業發展與中國的關係，隨後分析中寮鐵路帶給寮國農業的影響，接著檢

視世界銀行在中寮鐵路沿線的經濟走廊價值開發中扮演的角色，然後檢討

中國影響下的寮國農村社會變遷的面貌，最後提出本文的觀點，寮國農業

與農村發展是一段與中國狼共舞的互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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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經濟改革下的農業政策：現代化、契約農業 

農業是寮國經濟的支柱，也是寮國大多數人民依賴以維持生計的部門

（Rigg, 2005; Goto, 2011; Manivong, et al., 2014）。自 1986 年引入新經濟機

制以來，寮國農業部門開啟了以市場為導向的農業，將實現農業現代化和

商業化為農業發展的首要目標（Thongmanivong & Vongvisouk, 2006）。這種

從自給自足到商業農業的轉變是對經濟需求的變化和融入全球市場的需求

的回應（Wright, 2009）。 

稻米是在寮國的農業部門中最重要的糧食作物，2006 年佔寮國農業產

出的大約一半，佔總 GDP 的五分之一 1（Goto & Douangngeune, 2017; 

Setboonsarng, et al., 2008）。在 2010 年，寮國有 71%的家戶種植稻米（Goto 

& Douangngeune, 2017; ACO, 2012）。在寮國試圖開啟國際貿易關係前，寮

國的稻米生產幾乎完全依賴人力勞動和傳統品種及耕作方法的應用，對於

現代的資材的接觸非常有限，如高產量品種、化肥和灌溉系統、脫殼機等農

業機械等。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方法日前漸漸引進寮國的耕作實踐方式中

（Schiller, et al., 2006）。 

至今，寮國政府將稻米視為與糧食安全、農村生計和整體國家發展相

關的關鍵農作物。提高稻米產值仍是寮國農業發展的重點項目，不同的是，

在經濟改革下的農作物生產不僅是為了自給自足，更是重要的國際貿易外

銷產品。 

1970 年代的「亞洲綠色革命」標誌著促進農業發展方面最為成功的地

區，而這個經驗激勵了 1990 年代的寮國農業發展。綠色革命的核心理念是

生產主義，秉持著集中化（concentration）、密集化（intensification）、專業

化（specialization）的原則，旨在提高農業生產力和提升農業現代化。於是，

寮國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建設灌溉系統、基礎設施，鼓勵採用現代化機械與

 
1 根據聯合國農糧組織（FAO），寮國在 2010 年曾有統計局的國家策略，然而並沒有官方

的農業統計系統，因此沒有可靠的農業統計數據，只能從其他部門或相關研究中推估出

（FAO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21）。本研究引用之統計資料參考來源

含蓋研究論文、世界銀行、聯合國農糧組織等等。 



寮國農村發展──國際貿易和中國影響 95 

先進的農業技術，引進適合寮國地形氣候需求的作物品種，並且提供農業

推廣計劃以普及農業現代化（Goto & Douangngeune, 2017）。 

生產主義的農業現代化需要更先進的知識和田間管理技能。例如，如

何引進新的品種，如何合適地使用化肥的時間和用量等知識，如何處理作

物的病蟲害、天災等能力。對於寮國的多數農民而言，適應新技術和實踐需

要大量的投資和培訓，亟需有健全的農業推廣制度和系統。然而，寮國的農

業推廣服務仍很缺乏，因而無法發揮出預期的能量（Eliste & Santos, 2012）。

在此過程中，如契約農業（或稱「契作」）這樣的生產中，微型組織安排的

新形式已逐漸演變。事實是，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農戶現在透

過契約農業方式與國內和國際市場相連接。 

為了回應寮國缺乏農業推廣服務和能力的事實，寮國政府於是鼓勵透

過私營契約農業安排來實現寮國農業現代化（Goto & Douangngeune, 2017; 

Setboonsarng, et al., 2008）。契作在寮國是新興的農業經濟模式約已經進行

了 20 年，協調契約的主要買家是批發商，也有稻米磨坊、政府部門、外國

買家和啤酒釀造公司（Goto & Douangngeune, 2017）。例如，稻米是寮國北

部重要的契作農作物，中國買家對寮國農民提供必要的農業生產的資材（種

子、化肥等）和技術支援。這些資材主要從中國進口，農民從中國買家學習

作物的種植條件，待作物收成後再出口到中國。契約農業有助於提高寮國

農民的生產能力和收入，譬如 Gotom 與 Douangngeune（2017）在永珍的稻

農研究，契作農家的同單位面積的生產量比獨立農戶多了將近 20%。小規

模的農家得以從農業產品中獲得更多的收入，用於改善生計，如教育、健康

保健和交通。 

關於契約農業的安排是否可以讓寮國的農民獲益，一直有不同的觀點

（ Wang, et al., 2014; Onphanhdala 2022; Goto & Douangngeune, 2017; 

Suhardiman, et al., 2021）。事實上。有越來越多的寮國稻農因為契約農業的

關係，得以連結上了本地和國際市場（Fullbrook, 2007; Setboonsarng et al., 

2008）。一般而言，與獨立農戶相比，契作農戶的生產量較高，同時也使他

們能夠接上中國相關的食物價值鏈市場，從而獲得使農產品出口的優勢。

在靠近中國的寮國北邊，由非正式組織協助媒合中國買家與寮國農民的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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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相當普遍，普遍帶給寮國農家更多的收入。Onphanhdala（2022）研

究寮國北邊省分的農民與中國投資者的契約農業合作，農民生產小組

（Farmer Production Groups, FPGs）參與契約農業對小規模農戶特別有利，

明顯提高了他們的收入。 

然而，Goto 與 Douangngeune（2017）對於位於寮國中部的首都永珍地

區，參與契約農業的稻農的研究，卻有不同的研究結果。永珍地區的契約農

業多為本地買家，而且農民必須自行負擔生產資材的投入，契作形式只是

確保有買家收購。Goto 與 Douangngeune（2017）提出一個有趣的觀察：在

永珍地區，契約農戶和獨立農戶的「單位利潤」——即同一單位面積所得的

「實際利潤」——大致相同。儘管契約農戶在相同面積的土地上能夠獲得

更多的收穫，但由於他們需要自行承擔播種前的高昂成本，這最終使得他

們與一般農戶的「單位利潤」相近。面對這樣的情況，契約農戶選擇通過

「擴大生產面積」的方式來增加整體農作物的收益。 

契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農村地區既有產銷制度的間隙。然而，契

約買家也喜好與大規模農戶合作，小規模農戶容易被排除在外。小規模農

戶面臨了多重挑戰，包括種植面積小，不容易獲得信用貸款，現代化作物管

理知識技能的農業成本過高等不利等因素。這些問題逐漸迫使他們調整家

庭生計的策略，從依賴稻米種植轉向非農業方面，或轉向勞動力需求程度

相對上較低的農業活動，甚至可能選擇離開農業領域（ Goto & 

Douangngeune, 2017; Temudo & Abrantes, 2013; Suhardiman, et al., 2021）。 

綜合而言，寮國經濟體制的自由化與農業發展之間存在正面關聯。然

而，從契約種植稻米的實踐來看，這種變革雖然對從事大規模耕作的稻農

有利，但對小規模農民可能造成負面影響，容易引發離農現象。事實上，農

業現代化與自由貿易市場的經濟改革，在提升整體農業產值和所有農民收

入方面，並未完全達到預期效果。 

參、寮國農業發展與中國 

過去寮國依賴和泰國、越南的貿易，而現在中國是其最大的外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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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特別是在中寮鐵路於 2021 年 12 月開通以後，幾乎可以預見中國將

主導寮國的農業發展（圖 1）。 

來源：世界貿易整合解決組織（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WITS）。 

圖 1：2010-20 寮國出口前三大國（單位：千美元） 

中國是東協前 10 大 FDI 來源國之一，而且自 2013 年正式實施「一帶

一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FDI）

大幅增加。中國對寮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是一個相對較新的現象，主要出現

在 2000 年代後期和「一帶一路」倡議啟動之後，主要投資在礦業、電力、

農業、製造業和建築業等領域。自 2000 年以來，除了中寮雙邊和多邊貿易

協定外，寮國政府還尋求加強與中國在內的合作和區域一體化。這包括 2002

年的『東協－中國自貿協定』（ACFTA）和 2004 年在首都永珍舉辦的「東

協-中國峰會」上簽署的『東協-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在 2005 年之

前，中國占寮國出口的比例不到 1%，但自那時以來迅速增加（Andersson, 

et al., 2009）。在 2006 年，寮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價值僅占寮國總貿易的

2%。在 2000 年代後期，主要的出口產品轉向重金屬，如銅和金礦石

（Onphanhdala & Philavong, 2018, 2021）。 

寮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與日遽增。根據世界貿易整合解決組織（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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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WITS）的資料（表 1、圖 2、圖 3），2010 年寮國

到中國的出口值約為 2 億美元，其中 96％為農產，到了 2015 年，中國首度

成為寮國的最大出口國，出口值超過 10 億美元，其中近 12％為農產品，約

為 1.2 億，到了 2020 年，受到 Covid-19 的影響，寮國到中國的出口值下

降，但也有約 15 億之多，其中 23％為農產品，換言之，寮國對中國的農產

品出口值增加至 3.75 億。此外，根據亞太種子協會（Asia and Pacific Seed 

Association, APSA）的報導，中國企業主要種植的作物包括白米、橡膠、玉

米、木薯、西瓜、甜薯蔗（APSA, 2023）。 

表 1：寮國對中國之出口與進口 （單位：千美元）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出口 222,832  105,346  107,743  366,671  705,209  

進口 179,722  432,089  518,153  545,422  575,580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出口 1,039,451  1,128,300  1,239,831  1,546,520  1,672,285  

進口 713,284  749,167  1,509,650  1,283,616  1,681,038  

來源：世界貿易整合解決組織（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WITS）。 

來源：世界貿易整合解決組織（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WITS）。 

圖 2：寮國對中國之出口與進口（單位：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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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世界貿易整合解決組織（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WITS）。 

圖 3：2010-21 寮國出口中國之主要項目（％）  

中國在寮國的農業投資大抵集中在與中國接壤的北部省份。前述提及

了中國私人投資家透過「契約農業」的方式從寮國出口稻米，現在更常見的

機制是透過「土地特許權」（land concessions）的方式（Suhardiman, et al., 

2021）。亦即，中國的私人企業直接向寮國農民租賃土地，然後由公司自己

雇用勞工、經營開發農場。 

中國這兩種投資寮國農業的方式，同時扮演了寮國農業現代化的仲介

者角色，包括了提供資本和生產技術轉移、先進農耕技術和專業知識分享。

透過培訓計劃、技術示範和合作研究，中國在土壤管理、害蟲防治和綜合農

業技術等領域的專業知識可以傳播給寮國農民，以改善整體農業實踐並增

加產量。此外，為了使農產運銷達到高效率，中國在寮國鄉村進行基礎設施

開發計畫，譬如灌溉系統的建立和道路建設。這些策略著實大大的幫助寮

國農業現代化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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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寮鐵路對寮國農業的影響 

中國對寮國的影響更有標誌性的「中寮鐵路」，提供了兩個國家整體經

濟發展轉型所需的重要基礎設施之一。中寮鐵是一條跨境鐵路，是中國「一

帶一路」倡議政策下的重要計畫之一。「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努力在國際

和地區層面建立更安全的貿易路線或走廊的大計劃，中國的意圖還包括使

參與國與中國經濟相互依賴，從而為中國建立經濟和政治影響力。對寮國

而言，中寮鐵路具備了戰略的重要性，可以克服了其國土 80％的土地面積

由山地和高原組成的地理劣勢，使寮國從「內陸國」轉變為「陸地聯接」。

中寮鐵路總長 414 公里，於 2016 年開始建設，2021 年 12 月完成並正式啟

動。在中寮鐵路建設期間，中國和寮國在 2017 年 5 月第一屆「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簽署

了雙方之間的「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之關鍵文件，其中確定了數個優先合

作領域，包括基礎設施、農業、電力建設、工業園區、文化和旅遊、金融和

銀行業以及產品推廣（Larpnun, 2023）。 

中寮鐵路促進了兩國之間的農產品物流運輸快速且降低了成本，使寮

國農民更具競爭力，並開拓更廣泛的消費群體。在區域貿易和經濟一體化

方面，中寮鐵路將寮國與中國、泰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連接起來，為區域

貿易和經濟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發展中寮鐵路走

廊農業商機潛力〉（Developing the Agribusiness Potential in The Laos-China 

Railway Corridor）強調了這一潛力，指出鐵路可以顯著降低物流成本，為

寮國農業企業創造有價值的機會（World Bank, 2022）。從農產品出口產值的

資料來看，寮國在 2021 出口到中國的農產值超過 7.2 億，在中寮鐵路通車

後 2022 年則高達 13 億。此外，中寮鐵路為寮國年輕人創造了許多工作機

會，這使得 2021 年寮國的失業率相比 2020 年下降了 1.05 個百分點，並且

相比 2021 年，2022 年下降了 2.25 個百分點（World Bank, 2022）。 

中寮鐵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計畫下成為一個重要的通道，連接起了

國首都永珍（萬象）農業產業園區和中國湖南的工業區，並連結起寮國、中

國與東協其他國家。譬如，1 月 20 日泰國使用中寮鐵路運送的首批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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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泰國大米（圖一）。從中國運送到寮國的貨物包括日常生活用品、肥料、

電子產品、紡織品和蔬菜等，而從寮國和鄰國運送到中國的貨物包括鐵礦

石、魔芋粉、大麥米、木炭、橡膠、鉀肥和水果等。這意味著為寮國農民創

造了種植更多作物出口到中國以為家庭賺取收入並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良

好條件。中寮鐵路運輸系統讓大量的貨物運往國外國家，可以說開啟了寮

國和中國國際農業合作的新紀元，促成寮國經濟快速增長，有望達成寮國

政府預計在 2024 年脫離未開發國家之列。  

伍、世界銀行與中寮經濟走廊 

中寮鐵路是連接起寮國和中國的重要交通走廊，也被稱為「中寮經濟

走廊」（China-Laos Economic Corridor）。中寮經濟走廊是「一帶一路」倡議

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促進兩國之間的貿易、旅遊和經濟合作的重要性不

言可喻。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官方資訊平台「一帶一路門戶」（Belt and 

Road Portal, BRP）網站於 2023 年 12 月 7 日，在寮國首都永珍（萬象）舉

行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倡議寮中合作論壇開幕儀式上，與寮國新聞社簽署

合作備忘錄，開設「中寮經濟走廊專頁」。如同網站的總編輯陳宇表示「雙

方將充分利用各自渠道發布權威信息，促進構建中國－寮國命運共同體」

（Yu, 2023） 。中寮鐵路對中國的利益是無庸置疑的，而對寮國的利益得

失是個有待深入探討的議題。有趣的是，世界銀行等國際資助組織則計畫

於促成寮國利用中寮經濟走廊，使之成為中國的農業體系的一部份。例如，

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發展中寮鐵路走廊農業商機潛力〉表示（World Bank 

2020a: 9）： 

根據 2019 年世界銀行的一項最新研究顯示，「一帶一路」倡議的

整體經濟影響對於受益國家，包括寮國，可能是顯著的，但也強調

了各國需要進行相應的政策改革。如果採取了正確的改革措施，鐵

路以及在更廣泛的「一帶一路」倡議網絡中降低貿易成本的相關措

施，有潛力提升寮國的比較優勢。該鐵路可能會使該國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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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投資目的地，並將其與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的主

要生產和消費地區聯繫起來，使企業能夠進入全球價值鏈。圍繞火

車站的一些計劃中的出口加工區可以作為吸引投資的地點，只要

它們配備良好並且得到有效管理。透過高效的物流服務，寮國可以

發展成為一個物流樞紐，而針對農業和旅遊的有針對性的投資可

能會帶來新的出口機遇 。 

其他對於寮國如何利用中寮經濟走廊的研究報告還包括了：〈從內陸

國到陸聯國：發掘寮中鐵路連接的潛力〉（World Bank, 2020a）、〈中寮鐵路

廊道開發農企業潛力〉（World Bank, 2021）、及〈東南亞區域經濟走廊與連

接性項目〉（World Bank, 2022）。 

世界開發銀行非常重視寮國的農業開發潛力，特別是農企業的發展潛

力，主要是因為農業績效的增強以及地區出口的增加，已經展現出降低寮

國貧窮率的潛力。寮國在 2013 年至 2019 年期間，貧窮率從 24.6％急劇下

降為 18.3％（World Bank, 2022）。而且，寮國的「北部」和「南部」的貧窮

率，比起原本富裕的寮國「中部」地區下降得更快。世界銀行認為這原因是

「南北地區」農業產銷體系的轉型所致，這些省份採用了農業現代化農耕

方式，實現了農產品商業化、並且將農業發展鑲嵌上寮國國內外的區域食

品價值鏈中。農業生產體系的轉型實現了寮國的農業出口潛力，在 2018 年

至 2021 年期間，農業出口每年增長了 23％，每年平均價值為 9.82 億美元。

世界銀行因而更認定寮國發展農業多元化和經濟作物商品化生產轉型的重

要性。 

關於世界銀行如何協助寮國善用中寮經濟走廊，有四個主要的觀點和

實踐方針。首先，實現寮國出口潛力有賴有效的區域連通性（ regional 

connectivity），中寮鐵路提供了寮國區域和國家運輸網絡的重要基礎。中寮

的北部走廊與中國相連，西部走廊與泰國相連，東部走廊則與越南相連。中

寮的經濟廊道正是寮國重要的區域經濟市場，中國、泰國和越南這三國合

計佔了寮國農產品出口的 90％（世界銀行，2022）。而且，這三個國家的中

產階級人口日益增加，對優質農產品的需求強勁且不斷增加。譬如，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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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 2016 年，寮國對中國的農業出口額成長了 37％，對泰國成長了 51％，

對越南也成長了一倍之多。 

第二，中寮鐵路經濟廊道反映出的中國、泰國、越南不同的食品經濟價

值鏈的潛力，因而受到世界銀行的特別重視（World Bank, 2022）。中國、泰

國和越南，寮國的三個鄰國，是其農產品的主要買家，三個鄰國佔了寮國總

出口的近 90％。這三個國家的中產階級正在擴大，表明對優質農產品的需

求強勁且持續增長。譬如，中國現階段需要寮國的香蕉、玉米、白米，預估

靠近中國的北部廊道，世界銀行建議待連結中國的食物價值鏈的有潛力的

農產品包括了木薯（新鮮的和澱粉）和新鮮水果。泰國主要進口寮國的木

薯，待開發的農產品為玉米、活牛、和咖啡。對於越南的出口，目前以牲畜

為主，世界銀行建議加強咖啡、木薯的出口。 

事實上，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等國際援助

機構，把大量的精力花在研究中國的糧食價值鏈2，想盡辦法讓寮國快速成

為中國糧食的供應國，從而得以解決寮國的財政困難。這些資助國家看中

的是中國有超過 14 億人口，仍有強烈的農產品需求，因而寮國政府要把握

中國龐大的農產品消費市場，以推動寮國經濟增長，提高農民收入，並在運

輸、物流和加工行業創造就業機會。 

中寮鐵路的開通帶給寮國與鄰國貿易的發展，這使得寮國從孤立的內

陸國家轉變為透過促進貿易和整合，與東南亞地區其他國家連結在一起的

國家。這些貿易聯繫也為寮國與沿著經濟走廊的農業加工企業合作，發展

高價值的農業生產和加工價值鏈提供了機會。 

第三，為了使順利加入區域經濟貿易市場，世界銀行強調寮國必須有

能力遵守每個市場的「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SPS）和「良好農業規範」（GAP）要求，寮國有必要建置相對

應的制度，這正是寮國目前有待改進的項目（World Bank, 2019）。特別是中

 
2  具體的計畫包括，亞洲開發銀行的〈北部農村基礎設施發展部門專案〉計畫（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0）、世界銀行〈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稻米和蔬菜價值鏈的商業化：

現狀與前景〉計畫（World Bank, 2018）、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的〈轉型中的農業：農

業商業化對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民生和糧食獲取的影響〉計畫（Wrigh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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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嚴格的 SPS 標準要求，從生產到出口建立全面的可追溯性和檢驗系統，

包括對農場註冊、農場管理、包裝廠管理、離境檢疫、入境檢疫和合規性檢

驗。這些標準符合中國的良好農業規範（China GAP），該規範設定了生產

和農場級別的標準和合規標準。泰國和越南的 SPS 標準則較不嚴格。然而，

寮國的 SPS 制度架構有限，缺乏足夠的分析和診斷能力來執行基本功能，

沒有任何實驗室獲得 ISO 17025 認證。此外，寮國地方上沒有可以執行檢

驗的實驗室、沒有 SPS 標準、也沒有從生產到出口全面可追溯檢驗系統、

沒有數位系統而須透過紙本文件來進行管理。SPS 的制度與執行的確是寮

國農業部門、貿易商、加工商當前亟需建立的基礎制度和設施。 

第四，世界銀行指出，寮國農業價值鏈支離破碎且組織不完善，這主要

是因為寮國的農業價值鏈多是大量分散的小規模生產者，而且中間商和加

工業者的資本不夠，而農企業是主要的發展目標。根據 2019/2020 年全國

最新農業普查，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是一個小農國家，其中  52% 的農業家

庭是小農，亦即寮國缺乏具有投資於數位系統（digital system）或現代生產

基礎設施能力的農企業。如果要把握住中寮鐵路廊道的帶來的農業商業化

契機，則寮國有必要將價值鏈的所有環節（從生產、集運、加工和出口和國

內市場的分配）建立起有組織和具規模化的農企業型態團體，才能增加農

業出口。更具體地說，寮國必須發展農企業（World Bank, 2021: 4）： 

提案的農業戰略分析（ASA）將與正在籌備中的北部寮國區域經濟走廊

和連接性計畫（P176088）的準備密切協調，並借鑒正在進行的農業競爭力

項目（P 16143）。提案的 ASA 將探索農業企業潛力，以促進沿寮國-中國經

濟走廊的選定農業出口價值鏈，並將中部地區的小農納入這些價值鏈，以

創造農業/農村就業機會，進而減少農村貧窮。ASA 的結果將為與負責農業

/農業企業發展、該國北部經濟發展以及沿走廊的區域貿易促進的相應部門

進行政策對話提供分析基礎。該結果還有望作為農業競爭力計畫的後續貸

款操作的一部分 。 

在農企業發展的前提下，世界銀行重視發掘寮國小農加入農業出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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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鏈的選擇潛力3，使之在這樣發展過程中受益。世界銀行提出了 5 項建議：

1）加強橫向和縱向協調，以納入小農；2）提高生產力和商業化，以幫助小

農融入出口價值鏈；3）加強貿易便利化和與 SPS 相關的服務，以促進農

業出口；4）改善與農場的最後一英里連接，以及相關的物流和貿易便利化

服務；5）促進增加私營部門投資（World Bank, 2022）。小農能夠利用這些

方式創造更大連結性，以整合到融入區域和國際價值鏈，並且以這些方式

為目標，建立重大的基礎設施、制度和政策。 

整體而言，世界銀行認為，過去的經驗說明了，農業體系多元化、現代

化的農耕方式、從區域價值鏈（regional value chains）來行銷農產品，得以

快速降低貧窮率。對此，有必要將從自給自足的水稻種植轉向商品作物的

商業化生產。特別是中寮鐵路為寮國提供了一個透過促進貿易和一體化的

基礎設施來轉變該國的機會。這些貿易聯繫也代表著透過與沿經濟走廊的

農產品加工企業合作來發展高價值農業生產和加工價值鏈的機會。 

陸、寮國農村社會變遷：中國的影響 

中國的投資和貿易為寮國帶來了顯著的成長機會，但也同時伴隨挑戰。

其中一個主要的挑戰是對寮國債務的影響。中寮鐵路大規模基礎設施的建

設主要由中國資金支持，顯見中國在寮國經濟領域的深度參與。這條鐵路

主要由三家中國國有企業的合資企業，共同持有 70％的股權，以及一家寮

國國有企業，持有 30％的股權。中國與寮國政府簽署了關於中寮鐵路的建

設、經營、移交（BOT）特許經營協議，5.6 億美金的成本負擔，相當於寮

國 GDP 的約 10%。寮國政府向中國銀行借貸 3.1 億美元，利率約為 2.3％，

並以幾個礦山的收入作為債務的抵押品，剩餘的 2.5 億則是透過國家預算

來資助。中寮鐵路對寮國來說代表著一項重大的財務負擔，而且由於中國

是最大的債主國，這增加了寮國將可能長期依賴中國的風險。 

 
3  世界銀行借鑑了國際開發協會資助的農業競爭力計畫（ IDA-funded Agriculture 

Competitiveness Project）以及政府和發展夥伴正在進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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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寮鐵路的建設使得中國對寮國鄉村地區發展的影響尤其顯著，

特別是對寮國農村地區的經濟主體，家庭式農場的小農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有文獻指出農業自由化有助於正向的農業發展（Onphanhdala, 2022），也有

研究表示雖然農業現代化和貿易化會激發農業產出的成長，但卻剝削了農

民收入，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導致了離農現象（de-agrarianization）（Temudo & 

Abrantes, 2013）。農業現代化和貿易化的核心是鼓勵農企業的形成。前述曾

提及寮國小農加入中國的契約種植得以增加收入，是改善寮國小農戶貧窮

的重要機制之一。中國提供的種子、肥料、技術、資訊、市場等也可視為提

升農業產值的農業推廣工作，似乎是寮國小農的救星。 

在這種合作模式下，小農需要自行完成播種前的田間整地與準備工作

4。對許多小農家庭來說，這些初期農耕活動所需的成本構成了沉重的負擔。

這主要是因為，家庭成員作為主要的勞動力來源往往不足以應對所有工作，

導致小農可能不得不在本村或鄰村僱用額外的工人來協助完成耕作初期的

任務。亦即，寮國農業工作的機會成本上升（Manivong, et al., 2014），這使

稻米農戶難以應對這一趨勢。 

一般農業現代化的過程意味著資本密集化，農戶必須投入生產成本，

購買種苗、化肥、灌溉設施，原本就貧窮的農民必須仰賴信用貸款才能應對

增加投入的需求。Goto 與 Douangngeune（2017）對於在首都永珍地區的稻

農研究得知，有超過一半的家庭表示信貸缺乏是農耕轉型的主要限制，而

且只有 36%的樣本家庭從金融機構獲得了某種形式的信貸。寮國並沒有臺

灣或日本的農會組織，基於農民生產和收穫的特別情況發展的農會融資借

貸模式。因而，無法在商業環境中競爭的小農將有被邊緣化的風險。雖然城

市地區的食品價值鏈發展迅速，但是為了增加收入，農戶必須增加產量（產

出）或增加其附加值。如果無法適應這種契約種植方式，農戶可能會選擇棄

農而另謀其他生計辦法。 

第三、現代化農業的轉變帶來了許多機遇，但也帶來了寮國農業部門

 
4 播種之前的準備工作包括了土壤準備工作（包括挖掘、攪拌、翻覆），以及整地過程（包

括犁田、耙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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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萎縮的挑戰。寮國農業部門的衰退相當迅速，其總增值份額已縮為不到

一半：從 1990 年的 61.2%下降到 2012 年的 27.9%（Goto & Douangngeune, 

2017）。在人口密集的地區，尤其是首都永珍，製造業和服務業部門的興起

帶來了新的就業機會。此外，在參與農業工作（主要是稻米種植）和參與非

農業工作（包括離農工作）的人的年齡組成上有明顯差異。農村的年輕一代

越來越傾向從事非農業部門的工作或離鄉到都會去工作，農村面臨了農業

勞動力缺乏的窘境。從事農業的人員平均年齡約為 40 歲，而非農業工作者

的平均年齡為 32 歲（Goto & Douangngeune, 2017）。農業工資的快速上漲

似乎促使小規模家庭農戶逐漸脫離農業的領域5（Wiggins & Keats, 2014） 。 

第四點，寮國的經濟發展和農村現代化或企業化政策導致了農家的生

計策略發生了變化。類似於其他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多的寮國農村青年從

農業轉向都市地區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的非農業工作（Estudillo, et al., 2013），

改變了農家的基本生計策略。除了國內遷移，來自農村的國際勞工遷移也

呈上升趨勢。例如 Manivong 等人（2014）對寮國 Champasack 省的農村家

庭進行的研究顯示，接受海外（主要是泰國）工作的家庭成員匯款的家庭比

例，從 2003 年的 3.5%在 2012 年顯著增加到 6.1%。到了 2012 年，這些匯

款對家庭收入的貢獻平均達到 21.6%。因此，遷移和匯款成為農村家庭生計

策略不斷演變的關鍵因素。 

柒、結論：與中國狼共舞的寮國農業 

中國在寮國鄉村發展中的角色是一個由機遇和風險交織而成的複雜織

錦。本文說明了寮國新經濟政策改革帶來的國際貿易和中國投資，實現了

寮國現代化歷程並創造了就業機會，另一方面，新經濟改革中的中寮鐵路

帶來了重大的財務負擔，造成工資差距，並提供有限的當地技能發展機會。

寮國面臨的挑戰在於在這個複雜的環境中行走，以最大程度地利用中國的

 
5 即使寮國農業現代化和企業化的趨勢，各類的統計資料來源均表示，超過 70%的寮國人

口仍然從事農業活動。農民和農業仍是寮國的基礎。 



108《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20 卷、第 1 期（2024/春季號） 

投資收益，同時減輕其對當地經濟和勞動力的不利影響。當國際資助機構

也積極促發中寮經濟走廊的經濟遠景，看似提供了一劑有效緩解寮國貧窮

率的特效藥，特別在貧窮的農村地區，然而吾人更應該仔細審視對農民和

農村社會影響。正如亞洲開發銀行發表的《寮國：2025 年農業部門發展戰

略》強調了包容性和扶貧方法的重要性，以確保農村地區的公平利益和減

貧（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22）。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如何增加弱

勢農民享有包容性高的農業發展策略和健全的社會保障網絡，深刻檢討與

中國投資相關的土地徵收和重新安置可能會破壞生計的研究議題。這對於

緩解這些影響並確保所有寮國公民從農業發展計劃中受益至關重要。  

中國在寮國鄉村發展中的角色仍然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工作，一個仍

在書寫的故事。它最終是一個助益還是一個困擾，取決於寮國能否善用機

遇並減輕風險。在經濟增長、環境保護和社會公正之間取得平衡是寮國必

須解決的微妙方程，以確保其鄉村社區不僅在龍的陰影下茁壯，還在自己

的指引下繁榮。展望未來，寮國必須以批判的眼光來應對這種複雜的關係，

確保好處不僅流向精英階層，還流向中國旨在幫助提升的社區。透明度、健

全的環境法規、強有力的社區參與以及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是確保中國的

參與成為寮國鄉村未來真正公平和繁榮的跳板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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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is primarily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with over 70% of its population living in rural areas.  The 

government has pursue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lans to boost farmers' 

income and reduce poverty. Laos has implemented economic reforms since 

1986 to transform its socialist economy into a market economy, with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hina's influence being crucial factors in this process. 

This study offers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the current state,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Laos, focusing specifically on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hinese investment. Utilizing a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ology that includes academic journal articles, World Bank 

reports, and statistical data, the paper highlights the critical role of China in 

transforming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rural communities in Laos.  It 

illustrates how increased reliance on Chinese investments not only fosters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reshapes the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the overall rural landscape, making China's involvement 

indispensable to Laos's ongo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orts. 

Keywords: New Economic Mechanism, Laos-China Railway, international 

trad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hange in rural socie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