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政府與斐濟群島共和國政府間農業技術合作協定 

（中譯文） 

 

九十年八月二十三日簽訂 

九十年四月二十五日生效 

 

 

    中華民國政府與斐濟群島共和國政府，基於兩國及其國民間既存之友好關係，擬藉農業發展
方面之密切合作，加強並鞏固此種友好關係，爰經雙方協議如次： 

 

 

 

 

 

 

 

第一條  農業技術團成員 

 

    中華民國政府同意派遣由團長一人及團員五人所組成之農業技術團（以下簡稱該團）前往斐
濟群島共和國，就蔬菜及熱帶水果生產進行為期三年之示範與研究工作。五人團員中必須包括農
業推廣專家一人，園藝專家一人，其他三人視需要而指定其專職。 

 

 

 

第二條 技術團研究╱推廣活動 

 

（一） 該團將繼續從事篩選適宜於生產各類淡季蔬菜及熱帶水果之研究工作，為技術轉移起
見，該團將提供更適當之農場示範，並出版刊物供推廣人員與農民使用。 

（二） 該團將調查以選擇最適宜當地情況具有市場潛力之蔬菜作物及熱帶水果，並明確妥訂
生產與行銷之示範計畫。該計畫將包含組織蔬菜及熱帶水果生產及行銷單位，俾協助
成立農民組織以及蔬菜及熱帶水果之生產與行銷系統。 

（三） 斐濟群島共和國政府應提供該團示範之農場。所生產之農產品除供該團人員消費及留
種外，應悉數交予斐濟群島共和國政府出售，出售農產品所得之款項將存放於農業發
展循環基金。 

（四） 設立農業發展循環基金，該基金由中華民國政府與斐濟群島共和國政府共同開戶，且
僅供斐濟農業發展之用。 

（五） 農業發展循環基金非經中華民國政府及斐濟群島共和國政府之相互同意，不得動用。 

 

 

第三條  技術團之財務承諾與活動 

        

中華民國政府同意： 

（一） 支付該團全體人員在斐濟群島共和國服務期間之薪金、台北及蘇瓦間之機票、生活費
及保險費； 

（二） 支付全體人員因手術、牙科診療、住院以及其他需要在斐濟群島共和國境外醫療之費
用； 

（三） 負擔該團行政費用，惟本協定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四） 供應該團為履行本協定所需而在中華民國生產、製造之農機具、器材、灌溉用設備、
種子、肥料、農業及車輛；以及 

（五） 支付農機具、設備及車輛使用之維修費用。 

（六） 在兩國同意之時間，邀請一訪問團進行觀摩、研究，以及決定適合當地環境狀況之妥
當農業發展項目。 

（七） 以派遣短期專家方式協助對生產過剩之水果及根作物進行加值可行性之研究，協助提
升 Koronivia農業研究實驗所產品發展組之功能。 

 

第四條  斐濟政府之承諾與擔保 

 



斐濟群島共和國政府同意： 

 

（一） 提供該團斐濟農、漁、林業部編制內科技研究人員之可能服務； 

（二） 提供該團當地技術以及（或）行政人員之服務； 

（三） 提供該團工作用之適當辦公處所以及必要之設備； 

（四） 提供該團全體人員備有必要傢俱及水電設備之適當房舍； 

（五） 提供該團全體人員於斐濟群島共和國服務期間所需之簽證、工作許可證以及其他必需
之文件； 

（六） 提供在斐濟群島全團團員於公營醫療機構作定期之健康檢查及治療； 

（七） 提供該團團長車輛乙部及該車輛所需維修； 

（八） 提供經斐濟群島共和國政府與該團團長共同認為必需補充前述第三條第四款所列各
項物品以外之農具； 

（九） 提供前述第三條第四款所指農機具物件及器材自蘇瓦至計畫地區或其他島嶼之運輸； 

（十） 提供斐濟群島共和國政府與該團團長一致同意為執行計畫所需之充分勞工； 

（十一）支付參與本協定計畫之配合人員所需之交通及生活費用；以及 

（十二）提供該團進口前述第三條第四款所列各項物品檢疫所需之協助，惟此類協助須符合
斐濟群島共和國植物檢疫法規。  

 

第五條     特權、免稅與豁免權 

 

該團及其團員包括團長在斐濟群島共和國停留期間應享有下列特權及豁免： 

（一） 豁免由中華民國政府所支付薪金及其他津貼之所得稅； 

（二） 豁免團員及其家屬惟不包括已為斐濟公民及已取得永久居留權者，自抵斐濟群島就任
之六個月內進口個人及家庭用品包括專業儀器、設備之進口稅；上述個人及其家庭用
品應不包括船隻、武器、車輛、摩托車、食物、及消耗品； 

（三） 豁免在斐濟群島共和國境內執行職務所需包括種苗、機器、設備、車輛乙部及材料之
稅捐，惟進口時需繳交進口加值稅； 

（四） 豁免前述第三條第四款所列各種物品之進口稅捐，惟進口時需繳交進口加值稅； 

（五） 不少於其他外國技術人員在與斐濟群島共和國技術合作協定下之所享有之其他特權
及豁免； 

（六） 農技團因業務需要進口之物品所支付之加值稅由斐濟農、漁、林業部負擔； 

（七） 五年內處分享有免稅特權之物品時，須依照關稅條款第十七項之規定辦理。 

 

第六條  執行與計畫期限 

 

    本協定自最後簽字之日起生效，溯自二００一年四月廿五日至二００四年四月廿四日效期三
年，任何一方政府得於書面通知他方政府後九十日終止之。 

 

 

第七條  計畫檢討 

 

締約雙方應每六個月會面評估各項計畫。 

 

 

第八條  協定之修改 

 

本協定以及其後所有補充協定均可經由雙方政府協議修訂之。 

 

 

為此，雙方政府合法授權之代表爰於本協定簽字，以昭信守。 

 

 

本協定分別於西元二００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即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台北以及二００

一年九月六日在蘇瓦簽署。 

 

 



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外交部長 

 

田弘茂 

斐濟群島共和國政府代表農、漁、林業部長 

 

阿畢沙陀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