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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福建省 6 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为研究对象，对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

明: 基于台资创意农业企业的 5 个主要因素中，产业、技术和营销对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资源和文化

对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化企业间的协作水平、增强创意农业研发能力、加强

创意农业产品营销等建议，以促进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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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affecting factors on the cooperative performance
of creative agriculture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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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6 national level Taiwan farmers business parks in Fujian Province are investigated，and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af-
fecting factors on the cooperative performance of creative agriculture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is conducted． Of the 5 major factors
based on Taiwanese-invested creative agriculture enterprises，industry，technology and marketing have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m-
pact on the cooperative performance，while resources and culture do not have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operative
performance． Accordingly it i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to enhance the creative agribusiness ca-
pability of Ｒ ＆ D，to improve the marketing of creative agricultural products，so as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cooperative per-
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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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农业是以创意为基础，以知识产权为保

障，以“生产、生活、生态”为经营理念，在生产过程

中有效融入文化、艺术、技术元素，并以市场为导

向，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新型农业模式［1］。
创意农业的运营理念源于西方创意经济的发展思

想，21 世纪初，创意浪潮席卷全球，西方学者 Mac-
Donald 在创意经济框架内，提出乡村创意产业的发

展模式［2］。我国学者厉无畏等在承接西方研究的

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提出创意农业的发展理念，

为实现农业转型提供可行的方向［3］。在此背景下，

闽台创意农业合作逐步兴起，并日益成为两地农业

合作的重要方向。但随着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的不

断推进，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
本文基于台资创意农业企业视角，依据相关文

献研究成果，归纳和提炼出资源、产业、技术、营销

和文化等 5 个影响因素，将其作为一般变量，并提

出相应的关系假设，设计调研问卷，以福建省漳浦、
漳平、仙游、清流、福清和惠安等 6 个国家级台湾农

民创业园中的台资创意农业企业为调研对象，收集

有效问卷 348 份，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建模展开实证

研究，找出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的关键影响因

素，最后，分析实证结果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

对策和建议。这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能够为合作主

体提升合作绩效，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和对策

建议。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刘宇峰等认为，追求效益最大化，是闽台展开

创意农业合作的主要动因，这种效益也称为绩效，

主要由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外部经济效

益和政治效益组成［4］。合作中，台资创意农业企业

作为台方主体，其公司规模和运营能力也与两地创

意农业合作的绩效紧密相连。当前，在福建省 6 个

台湾农民创业园中，创意农业企业主以台湾农民为

主，具有投资规模小、科技含量较低、产业带动效应

不强等特征。个别规模较大、技术实力雄厚的台资

创意农业企业将技术研发环节放在台湾，仅将福建

作为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此外，创业园内企业尚未

与地方高校、科研机构等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

研联合发展体系，创意农业企业集聚区内难以形成

应有的创新机制。黎元生指出，为有效推动创业园

中创意农业集群创新，福建应加强产业链招商，引

进台湾大型创意农业企业，并发挥其辐射、示范、信
息扩散和销售网络的产业龙头作用［5］。另外，应搭

建桥梁，创建台资创意农业企业与地方高校、科研

机构联系机制，建立交流平台，增进了解，为合作奠

定基础。林炳坤等研究结果显示，合作中，台资创意

农业企业的生产要素基础、发展战略和面临的市场

需求也构成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的关键影响因

素［6］。本文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归纳和提炼出资源、
产业、技术、营销和文化等 5 个因素，分别研究其与闽

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路径。
( 一) 资源与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之间的关

系及假设

厉无畏认为，不同经济背景下，资源都被认为

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7］。Schumpeter
指出，在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环境下，劳力、资金和

土地等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8］; 在工业社会中，

人力、金钱、原材料及其设备和产销方式、技术等显

得更为重要;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更注重对社

会资本、信息资本、文化资本和思想资本的追求。
创意农业既具有一些与传统农业和工业生产相同

的特质，又是孕育于知识经济中的一种新兴产业。
因此，创意农业的发展需要多种资源的投入。

综上所述，本文对资源因素与合作绩效之间关

系作出如下假设: 资源对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具

有正向影响( H1) 。
( 二) 产业与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之间的关

系及假设
Henderson 研究发现，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企

业生产率，产业集聚对创意企业的行为和绩效有着

显著的影响［9］，Holmes 通过分析美国的数据发现，

无论在制造业内部还是不同产业之间，产业集聚和

企业规模之间都有正向关系［10］。陈建军等认为，产

业政策、相关产业的布局等是影响创意产业集聚的

关键要素［11］。闽台创意农业合作中，台资创意农业

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产业集群，因为在产业集群内，

企业可以通过模仿和二次创新，不断突破技术难

题，实现企业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对产业因素与合作绩效之间关

系作出如下假设: 产业对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具

有正向影响( H2) 。
( 三) 技术与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之间的关

系及假设

佛罗里达的研究结论指出，从卡尔·马克思、
约瑟夫·熊彼特到罗伯特·索罗、保尔·罗默等都

把技术当作经济发展的推动力［12］。创意产品凝聚

独具个性的创意，并融入一定的科技成分，可以说，

创意产品是个人创造力与现代技术的集成。创意

农产品也因为集成相应领域的技术才使其超脱传

统农产品，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厉无畏强调创意农

业技术开发的重要性，认为创意农业企业应加强对

专业技术的认识，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提高自身的

技术实力［7］。
综上所述，本文对技术因素与合作绩效之间关

系作出如下假设: 技术对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具

有正向影响( H3) 。
( 四) 营销与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之间的关

系及假设

创意产品的实质是能够打动消费者的内容及

其表达方式，实践证明，捕捉和挖掘能够获得跨越

时间和空间的内容，是创意产业在不同的市场得到

收入的主要原因，营销推广是价值捕捉过程中最为

重要的手段。陈良珠等指出开展闽台农业合作并

进行共同营销，有助于提升闽台区域农业的竞争

力［13］。童薇等认为闽台两地有特殊的“五缘”优

势，构建闽台两地农业品牌联盟可以极大地促进两

地文化与经济交流，避免两地农产品的恶性竞争，

为闽台两地农业经营者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实现

双赢的目的，两地可采取直接营销、定制营销和网

络营销等相结合的营销模式［14］。
综上所述，本文对营销因素与合作绩效之间关

系作出如下假设: 营销对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具

有正向影响( H4) 。
( 五) 文化与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之间的关

系及假设

约翰等指出当企业文化力量十分雄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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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促使企业在同对手竞争或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过程中采取敏捷的行为方式，提升企业的经营业

绩［15］。王超逸等对企业文化功能进行归纳，认为企

业文化具有导向、激励、凝聚、融合、规范、守望和辐

射等功能［16］。可以认为，经过精心培育的公司文化

将显著地影响到企业的经营业绩。因此，对于创意

农业企业，通过塑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和学习环境，

提升员工的满意度和加强企业的凝聚力等途径将

帮助其逐步形成强劲竞争力的企业文化，进而提升

经营效益。
综上所述，本文对文化因素与合作绩效之间关

系作出如下假设: 文化对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具

有正向影响( H5) 。

二、研究对象与主要方法

( 一) 测量题项设置与专家调研

基于上述文献研究结果，提炼出 30 个测量问

项，作为专家问卷的测量题项，历时近 2 个月，共邀

请到 46 位专家参与问卷调查，调查专家主要由福

建和台湾高校中的学者、福建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

员和福建台资创意农业企业主组成。调研过程中，

受访专家根据其知识背景，选取问卷中其认为最重

要的题项，并对问卷中因素、题项的设置提出相应

的意见和建议，专家每勾选一个题项，该题项计 1
分。根据专家调研结果，本文选取得分超过 10 分

的题项，并根据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修改和调整问

卷中的题项，最终形成 29 个测量题项。
( 二) 预调研和正式问卷

根据专家调研的结果，设计预调研问卷，问卷

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每个题项设置 5 个选项( 1 =
非常不重要，2 = 比较不重要，3 = 一般，4 = 比较重

要，5 = 非常重要) 。走访福建省漳浦、漳平、仙游、
清流、福清和惠安等 6 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

选取创业园中的典型创意农业企业为样本进行预

调研，共收集 100 份有效问卷，采用 SPSS 19． 0 对预

调研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展开分析。结果显示，预调

研问卷信度和效度符合检验要求，可以用于正式调

研。在预调研问卷基础上，增加填写者的个人及企

业基本信息，形成正式调研问卷。
( 三) 正式调研与样本情况

正式调研选取的企业是福建省 6 个国家级台

湾农民创业园中的台资创意农业企业，台湾农民创

业园是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的重要基地，福建从台湾

引进的创意农业企业多数落户于台湾农民创业园

中，因此在 6 个农民创业园发放调研问卷所收集的

数据具有代表性。正式调研历时 2 个多月，实地走

访 6 个园区中的台资创意农业企业，以企业中层以

上干部为调研对象，共收回问卷 397 份，其中无效

问卷 49 份，有效问卷 348 分，有效率为87． 7%。有效

问卷的具体分布为漳浦创业园 132 份，占 37． 9% ; 漳

平创业园 59 份，占 17% ; 仙游创业园 63 份，占 18．
1% ; 清流创业园 55 份，占 15． 8% ; 福清创业园 23 份，

占 6． 6% ; 惠安创业园 16 份，占 4． 6%。

三、研究结果

( 一) 信效度检验

1． 信度检验。采用 SPSS 19． 0 检验，资源、产

业、技术、营销、文化和合作绩效的信度，结果显示，

上述 6 个因素的 Cronbach's Alpha 值分别为 0． 663、
0． 722、0． 715、0． 806、0． 864 和 0． 875，由检验结果可

知，以上 6 个 因 素 的 Cronbach' s Alpha 值 均 超 过
0． 65的理想水平，总体上看，各个指标具有良好的

内部一致性，指标的信度符合要求。
2． 效度检验。效度检验由以下 3 个步骤组成:

( 1) KMO 值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资源、产业、技术、营销、文化和合作绩效等 6 个潜

变量的 KMO 检验统计量均超过 0． 75，所有分项的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均为 0． 000。因此，拒

绝巴特利特球形检验零假设。( 2) 通过因子分析法

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因子提取，结果显示，6 个因子的

累计贡献率达 70． 2%，能够解释变量的大部分变异。
( 3) 所有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都大于0． 6。以

上检验结果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 二) 各测量模型检验

由于问卷是首次使用，在各维度模型验证性因

子分析和关系检验之前，应检验问卷各因素模型的

测量指标能否组成一个因子。本文采用 Lisrel 8． 70
结构方 程 模 型 分 析 软 件，选 取 近 似 误 差 均 方 根
( ＲMSEA) 、非范拟合指数 ( NNFI ) 、比较拟合指数
( CFI) 和标准化残差均方根( SＲMＲ) 等 4 个常用拟

合指数评价测量模型的拟合程度 ( 以下分别简称
“Ｒ”“N”“C”“S”) 。各测量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资

源、产业、营销、文化和合作绩效的拟合情况不够理

想，修正之后获得通过。技术因素模型拟合情况达

到要求，未经修正即获通过。经修正，共删除 6 个

测量指标，剩余 23 个测量指标进入下一阶段的分

析，并组成本文的测量量表。
( 三) 验证性因素分析

1． 台资创意农业企业维度模型的拟合指数分

析。采用 Lisrel 8． 70 对台资创意农业企业维度下 5
个因素的相关性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的拟合

结果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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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资创意农业企业维度验证性

因素分析模型拟合结果
Table 1 Model fitting results of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n the dimensions of the Taiwanese-funded agribusiness

拟合指数 χ2 df χ2 /df Ｒ N C S

拟合结果 560． 21 215 2． 60 0． 070 0． 98 0． 98 0． 050

从表 1 可知，台资创意农业企业维度验证性因

素分析模型拟合指数中，Ｒ = 0． 070 ＜ 0． 10，N = 0． 98
＞ 0． 90，C = 0． 98 ＞ 0． 90，S = 0． 050 ＜ 0． 08，综合上

述拟合指数，可以认为模型拟合非常理想，模型通

过检验。
2． 台资创意农业企业维度潜变量的聚敛程度

检验。根据台资创意农业企业维度验证性因素分

析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可知各测量题项与因素之

间的路径系数和残差，依据 AVE 公式，计算各因素

的平均变异萃取量( 表 2) 。

表 2 台资创意农业企业维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Table 2 Ｒesults of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n the dimensions of the Taiwanese-funded agribusiness

因素 题号 题项 路径系数 残差 AVE

资源 A1 创意农业企业拥有的先进设备 0． 88 0． 23 0． 69
A2 创意农业企业的财务状况 0． 82 0． 32
A3 创意农业企业的技术人才储备 0． 81 0． 34
A4 创意农业企业知识产权 0． 82 0． 32

产业 A5 创意农业产业集群 0． 87 0． 24 0． 79
A6 创意农业产业规模 0． 87 0． 25
A7 创意农业与其它产业的联系 0． 93 0． 14

技术 A8 创意农业技术的生命周期 0． 86 0． 27 0． 74
A9 创意农业技术的革新速度 0． 83 0． 30
A10 创意农业技术的复杂程度 0． 81 0． 35
A11 创意农业技术的标准化程度 0． 93 0． 14

营销 A12 创意农业项目市场前景 0． 76 0． 42 0． 64
A13 创意农业项目市场定位 0． 82 0． 33
A14 创意农业组织营销策略 0． 82 0． 32

文化 A15 创意农业企业的创新氛围 0． 74 0． 45 0． 66
A16 创意农业企业员工满意度 0． 88 0． 23
A17 创意农业企业凝聚力 0． 82 0． 33

从表 2 中 AVE 值可知，台资创意农业企业维度

下 5 个因素的 AVE 均超过 0． 60，说明各因素之间

具有较理想的聚敛程度。
3． 台资创意农业企业维度潜变量的区别效度

检验。在 Lisrel 的输出结果中可知台资创意农业企

业维度下 5 个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 PHI 和相关系

数的标准误差 SE( PHI)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每 2 个

潜在变量间相关系数的平方值( r2 ) 、每 2 个潜在变

量间 AVE 的平均值( areVE) 和相关系数 95% 的置

信区间( 95%CI) ( 表 3) 。
表 3 台资创意农业企业维度下 5 个因素的区别效度检验

Table 3 Discriminant validity test of the 5 factors in the dimensions of the Taiwanese-funded creative agribusiness

因素 效度指数 资源 产业 技术 营销

产业 r( r2 ) 0． 64( 0． 41)

95% CI ( 0． 72，0． 56)

areVE 0． 74
技术 r( r2 ) 0． 70( 0． 49) 0． 60( 0． 36)

95% CI ( 0． 76，0． 64) ( 0． 68，0． 52)

areVE 0． 715 0． 765
营销 r( r2 ) 0． 73( 0． 53) 0． 68( 0． 46) 0． 76( 0． 58)

95% CI ( 0． 79，0． 67) ( 0． 76，0． 60) ( 0． 82，0． 70)

areVE 0． 665 0． 715 0． 69
文化 r( r2 ) 0． 58( 0． 34) 0． 60( 0． 36) 0． 58( 0． 34) 0． 71( 0． 50)

95% CI ( 0． 66，0． 50) ( 0． 68，0． 52) ( 0． 66，0． 50) ( 0． 79，0． 63)

areVE 0． 6675 0． 725 0． 70 0． 65

从表 3 可知，台资创意农业企业维度下的 5 个

因素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其中，技术和营销之

间拥有最大的相关系数，为 0． 76，资源和文化，技术

和文化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小，均为 0． 58。观察所有

因素之间的 95%CI，其范围均不涵盖 1． 00。此外，

对比 r2 及 areVE 发现，各因素之间 areVE 均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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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以上两步骤分析结果显示，台资创意农业企业

维度下各因素之间具有较理想的区辨力。
4． 台资创意农业企业和合作绩效的关系分析。

就台资创意农业企业维度下的 5 个因素和闽台创

意合作绩效之间的关系，作全模型分析，所得模型

的拟合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台资创意农业企业维度和合作

绩效之间关系模型拟合结果
Table 4 Model fitting resul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ese-funded

creative agribusiness and the cooperative performance

拟合指数 χ2 df χ2 /df Ｒ N C S

拟合结果 560． 21 215 2． 60 0． 070 0． 98 0． 98 0． 050

从表 4 可知，模型的拟合指数中，Ｒ = 0． 070 ＜
0． 10，N = 0． 98 ＞ 0． 90，C = 0． 98 ＞ 0． 90，S = 0． 050 ＜
0． 08，综合上述拟合指数，可以认为模型拟合非常

理想，模型通过检验。
Lisrel 输出结果显示，资源、产业、技术、营销、

文化与合作绩效之间关系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

为 0． 06、0． 17、0． 28、0． 44、－ 0． 01。在模型的 t 检验

结果中，产业、技术、营销与合作绩效之间的关系 t
值分别为 2． 92、4． 03 和 4． 48，均大于 1． 96，达到
95% 显著水平，而资源、文化与合作绩效之间的关

系 t 值分别为 0． 90 和 － 0． 47，绝对值小于 1． 96，未

达到 95%显著水平。
综合上述检验结果可知，产业、技术和营销对

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H2、假设 H3 和假设 H4 获得通过; 资源和文化对闽

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H1、假设 H5 没有通过。

四、研究结果分析

从实证研究结果可知，资源与闽台创意农业合

作绩效之间关系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 06，对闽台

创意农业合作绩效的影响程度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因此资源对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不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假设 H1 没有得到支持，此结果与厉无畏

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在测量模型检验环节，资源

潜变量有 4 个测量指标通过检验，各测量指标均能

较大程度地解释资源的变异。出现这个研究结果

的原因可能是多数台资创意农业企业认为资源因

素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但和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

效之间并无太大的联系。
产业与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之间关系的标

准化路径系数为 0． 17，产业对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

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H2 得到支持，同时验

证了 Henderson、Holmes 和陈建军等的研究结论。
可见，台湾农民创业园中，创意农业的产业集群和

产业规模影响着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的绩效。
技术与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之间关系的标

准化路径系数为 0． 28，技术对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

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H3 得到支持，同时验

证了学者佛罗里达的观点。创意农业的生产环节

融合多个领域的技术，技术是推动创意农业发展的

重要引擎。闽台创意农业合作中，台资创意农业企

业若能驾驭其创意农产品生产所需的技术，并持续

革新，保持技术的领先优势，扩大技术的溢出效应，

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将有助于促进两地创意农业

合作绩效的提升。
营销与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之间关系的标

准化路径系数为 0． 44，营销对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

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H4 得到支持，同时验

证了陈良珠和童薇的研究结论。因为营销对闽台

创意农业合作绩效的影响系数大于资源、产业、技

术和文化对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的影响系数，所

以营销成为台资创意农业企业维度下影响闽台创

意农业合作绩效最显著的因素。为提升闽台创意

农业合作的绩效，台资创意农业企业应充分重视营

销的作用。
文化与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之间关系的标

准化路径系数为 － 0． 01，对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

的影响程度非常微弱，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文化对

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

设 H5 没有得到支持。产生这一结论的原因可能是

闽台创意农业合作时间较短，相应的合作文化尚未

形成，对合作绩效还没有产生有效的影响。

五、对策建议

本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台资创意农业企业维

度中的产业、技术和营销 3 个因素对闽台创意农业

合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台资创意农

业企业可通过以下措施，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并促

进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的提升。
( 一) 强化企业间的协作水平，构筑创意农业产

业集群

从当前情况看，创业园中的台资创意农业企业

虽然从空间上加入产业集群，但协作配套自觉性不

强，可尝 试 以 下 3 个 措 施 推 动 产 业 集 群 的 建 设。
( 1) 加强产业链上相关企业、同行企业之间的沟通，

通过联合研发技术、建立战略联盟、开展人员培训、
订立行业规范等措施解决资金不足、研发水平不高

等难题。同时，因技术、市场等不确定性而带来的

创新风险将得到有效控制，实现协作企业创新资源

与创新成果的共享，促进企业的发展。( 2 ) 同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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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科研机构等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

联合发展体系，集群中的大型创意农业企业应充分

发挥其辐射、示范、信息扩散和销售网络的产业龙

头作用。( 3) 探索成立创意农业行业协会，发挥创

意农业行业协会在会员合作交流、咨询培训、资质

认证、专利申请、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创意农业人才

从业行为、维护会员合法权益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有效推动创意农业产业集群的建设。
( 二) 增强创意农业研发能力，推动创意农业企

业技术创新

台资创意农业企业可通过以下 3 种作法提升

研发能力。( 1) 制定适合企业特点的人力资源发展

战略，努力提升内部员工的知识水平，并有针对性

地招收具有不同知识和技能的外部员工，不断丰富

员工知识水平的多样性，进而增加员工进行知识交

流、获取外部知识的机会。( 2 ) 拓展员工获取外部

知识的途径，可支持员工参加技术交流、管理培训、
行业会议，并鼓励他们在不影响工作前提下，攻读

更高层次的学历。支持研发、生产、销售等部门员

工与消费者开展交流活动，了解顾客的需求和市场

的最新动态，不断推动企业的产品创新，使产品更

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维持并扩大已有的市场份

额，获得持续的收益，为下一步的科研投入提供资

金保障。( 3) 制定有效的激励政策，对在企业产品

设计、技术研发、新品种培育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的个人、团体、组织等给予相应的奖励，提高员工参

与创新的积极性。
( 三) 加强创意农业产品营销，着力提升产品质

量品牌

营销是创意农业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虽然创意农业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目前市场竞争所

带来的压力还不是很明显，但创意农业企业要面临

其他行业和其他企业的竞争，为应对不可避免的竞

争，台资 创 意 农 业 企 业 应 重 视 营 销 手 段 的 应 用。
( 1) 综合评估自身的资源与能力，选择适宜的细分

市场，研发、生产能够满足该市场消费者需求的产

品，并利用电视媒体、报刊媒体和互联网展开有效

营销，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 2 ) 在产品生产过程

中，应有效融合文化和科技元素，实现产品的差异

化，并关注消费者需求，使文化和科技两种元素与

消费者需求有机结合，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实

现销售的持续增长，获取满意的经济回报。( 3 ) 构

建完善的反馈机制，与消费者建立密切的联系，台

资创意农业企业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应特别注意

收集消费者未得到满足的需求，处处为消费者着

想，才能提高新产品开发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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