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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 7 月, 国家外经贸部、国务院台

办、农业部联合批准漳州为“海峡两岸农业

合作实验区”, 这标志着漳台农业合作又掀开

了新的一页, 为漳州开展两岸农业合作向更

高水平发展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遇。实验区

设立以来。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与

支持下, 市委、市政府通过制定发展规划、出

台优惠政策、完善投资环境、捆绑使用有限

资金等方面入手, 加大实施力度, 使实验区

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如何以实施海

峡两岸 (漳州) 农业合作实验区为契机, 借

鉴台湾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促进漳州现代

农业发展,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值得探讨

的课题。

一、“2828”工程的进展情况

去年初, 在省领导的指导下, 市委、市

政府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 根据现有的

漳台农业合作基础以及我市的农业资源、发

展潜力和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等有利

条件, 制定出抓好重点合作区域、实施项目

带动的发展战略, 按照区域分工和专业化发

展的要求, 编制了实验区《总体规划》, 重点

建设“两个中心、八个合作区和 28 个重点带

动项目”, 简称“2828”工程。为使《总体规

划》更加科学, 布局更加合理, 实验区知名

度更高, 市里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

《总体规划》进行进一步的丰富、充实。今年

3 月 16 日, 实验区《总体规划》在北京通过

国家有关部委和专家论证。目前, “2828”工

程已全面启动具体为:

农业科技交流中心, 利用原农业科技培

训班进行改造扩建, 进入装修扫尾阶段; 同

时加紧筹备邀请农业部、国台办在“中心”举

办首期两岸农业科技培训班, 请一批台湾专

家前来授课。农产品集散中心, 委托中南设

计院的总体设计规划方案, 已经市长办公会

议审议通过, 由闽南花卉有限公司、龙文区

城建开发公司和厦门万佳利经济发展公司三

方合作开发, 目前正抓紧项目前期工作。

长桥农业园艺合作园区, 以闽南花卉中

心为龙头, 从制定发展规划、出台优惠政策、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批发市场等方面入手, 两

年来已引进境内外花卉企业 70 多家, 其中合

资企业 14 家, 利用合资 2000 多万美元。初

步形成了百里千家万亩的花卉生产基地。今

年元月闽南花卉批发市场还成功地举办了首

届海峡两岸 (福建漳州) 花卉博览会, 首开

了两岸花卉业者直接交流的先河, 在海内外

引起很大反响。

南溪流域耕地综合开发合作区, 以省级

东园现代农业示范片建设为中心, 高起点、高

标准建设万亩粮菜示范片, 重点引进推广台

湾粮食、蔬菜、水果、食用菌等四大类优良

品种。龙海市东园镇今年引进一家合资“东

龙园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计划三年发展

金苹枣 5000 亩、食用菌 90 万平方米, 公司

直接与项目所在地农户签订经营合同, 由农

户提供土地、劳力, 进行分户种植, 公司建

立示范, 并负责供应种苗、肥药、技术指导

和包装销售。这种模式可望成为现阶段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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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双方利益分配的一种比较合适的经

营机制。

芗江流域山地综合开发合作区, 突出自

然资源优势, 重点开发食用菌、名优水果、竹

类、花卉等产业。南靖县靖城镇抓住该区域

香蕉规模种植这一特色产业, 实施海峡两岸

香蕉生产综合技术改进项目取得显著成效,

蕉农的种植水平和果品等级有了很大提高。

最近, 号称“台湾香蕉教父”的张哲发先生

来我市考察后认为, 漳州香蕉已具备了组织

大批量出口和替代进口的产量、品质和交通

港口等条件。张先生决定在南靖靖城创办

“漳州高新农业有限公司”, 建一个现代化香

蕉包装处理厂及一个香蕉组培苗推广中心,

并在蕉园配套建设 30 个包装点。该项目可望

进一步拓展我市香蕉的外销渠道, 推动香蕉

采后加工、储运产业链的延伸, 促使漳州香

蕉成为新的大宗出口农产品。

东山水产品加工贸易合作区, 以合资企

业东兴水产加工有限公司为依托, 充分利用

东山湾丰富的优质水产品资源, 在水产品精

深加工、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建设等方面做

了大量的工作, 公司由原来投资 70 万美元增

至现在的 1500 万美元, 新办了“东旺”公司,

形成企业集团。公司还计划增资创办“东泰

远洋渔业公司”, 与台湾的商家合作建立远洋

捕捞渔队, 并修建渔业专用码头, 使之配套

形成产、购、销一条龙的大型渔业基地。

其它合作区也根据规划的产业导向, 加

大实施力度, 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等方面

都有新的发展。实验区确定的二十八个重点

企业,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作用, 有力地推动

了我市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如平和锦溪集团

走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产业化之路, 从

一家单一的水果生产企业, 发展成为拥有 1

个核心公司、5 家控股公司、3 家参股公司的

综合性大型企业, 在全县 15 个乡镇建立 18

个水果栽培示范基地, 重点推广　溪蜜柚良

种繁育和栽培管理示范, 并与基地周边农户

建立合作关系。公司去年生产水果 817 万吨,

创产值 114 亿元, 经营额达 212 亿元。龙海

嘉生食品有限公司采用台湾生产技术, 就近

租地建立 1000 多亩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就

近雇佣劳力生产, 形成了产、加、销一条龙

的经营体系。

二、成效与作用

一是引进批办合资农业项目速度加快。

两年来, 全市共引进合资农业项目 150 个, 总

投资 3117 亿美元, 合同利用台资 3111 亿美

元, 分别占全市历年来累计总数的 29%、

40%、41%。至今年上半年, 全市累计批办

合资农业种养加工项目 516 个, 总投资 8 亿

美元, 合同利用台资 716 亿美元, 实际到资

411 亿美元。

二是投资规模扩大。合资农业项目平均

总投资为 211 万美元, 比实验区设立之前的

项目平均总投资 132 万美元, 增加 79 万美

元, 增长 60% ; 其中, 投资上千万美元的项

目有 9 个, 总投资达 1105 亿美元。

三是增资项目多, 增资额大。实验区成

立以来, 已有 23 家台资农业企业注册增资扩

大生产规模, 增资额 614317 万美元, 尤其是

实验区 28 家重点企业, 有半数以上增资扩大

规模如东海冷冻食品有限公司今年增资

1443 万美元, 累计投资达 3000 万美元, 年可

增加出口创汇 450 万美元。

四是投资领域不断拓展。台商投资从原

来的山海开发、投资办厂延伸到农产品运销、

对外贸易、农业科技教育和学术交流、发展

协农工业、乃至观光休闲农业。台商刘先生

三年迈出三大步, 从承包漳浦县长桥农场

150 亩荔枝园开始, 到创办“三德 (漳州) 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采用台湾生产技术,

无土栽培火鹤花取得成功; 公司不断增加投

资, 扩大经营范围, 今年又创办观光牧场, 目

前已建成花卉基地 500 亩、高优水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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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亩、园艺观赏 200 亩和观光牧场 450 亩。

五是引进良种、技术、设备和人员交流

有了新的发展。两年来, 多渠道引进台湾农

业良种 180 多种, 引进农业先进的种、养、加

工、保鲜技术近 20 项, 农业生产和加工设备

400 多台 (套) , 分别占历年来累计总数的

29%、29%、25% ; 两岸农业科技人员交流

达 400 多人次, 其中漳州赴台人员约 30 人

次。

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的建设, 有力

地促进了漳州农业对外开放, 尤其是对台农

业合作的发展, 对于促进漳州农业两个根本

性转变, 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水平, 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全市现有

合资农业企业 60% 从事农产品加工, 他们带

来了资金、设备、良种、技术、信息和市场,

从而带动了千家万户的生产。许多台资农业

企业已成为外接国际市场、内联生产基地和

农户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特别是实验区

的重点企业, 如蔬菜加工业的东海、亚细亚、

振发、嘉生, 食用菌加工业的亚西雅、福源、

同富, 畜产品加工业的信华, 水产品加工的

东兴等企业, 与基地农户形成了“公司+ 农

户”的产业化经营组织。在台资农业企业的

带动下, 全市已形成“公司加农户”、“市场

(基地) 连农户”、“协会 (中介组织) 带农

户”、“大户牵小户”等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

化经营组织 271 个, 带动农户 5712 万户, 生

产基地 23915 万亩, 产值达 11818 亿元。不

少合资农业企业还将其部分加工环节以及包

装、运输等配套服务扩散给乡镇企业, 促进

了全市乡镇企业的联动发展。同时, 也带动

了许多从事二、三产业的台商前来兴办与农

产品相关的上、下游企业, 全市已形成了农

业促工业、加工带包装制罐业、农业综合开

发促观光休闲农业的产业整体配套发展趋

势。

——促进了农村持续发展。一是优化了

农业产业结构和品种结构。通过引进台湾的

优良品种和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农产品加工

企业, 全市高优农业迅速发展, 高技术含量、

高附加值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产值不断增

大。在农业产业结构中, 水产、畜牧的产值

占农业, 总产值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36% 上

升到 1998 年的 43% ; 优质高值作物的产值

占种植业产值的比例由 1990 年的 21% 增加

到 1998 年的 44% ; 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比

例由 1990 年的 65∶20∶5 发展为 1998 年的

21∶63∶16。二是促进了外向型农业的发展。

台商来漳州创办的农业企业都是以国际市场

为导向的, 加速了漳州农业与国际市场接轨,

增强农产品出口创汇能力, 去年全市农产品

及其加工品直接出口创汇 311 亿美元, 折合

人民币约 26 亿元, 占全市农业总产值的

15% , 比 1988 年增加 12 个百分点。其中合

资企业出口 1165 亿美元, 约占 53%。香蕉、

柚子、芦柑等传统优质农产品出口取得了新

的突破, 龙海德兴食品有限公司采用日本差

压式保鲜技术, 首次将漳州鲜荔枝空运试销

日本, 今年公司又出口荔枝 1000 多吨到日

本, 创汇 200 万美元。三是增加了农民收入。

漳台农业合作, 把漳州农产品推向国内外市

场, 带来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经济

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效应。1998 年全市农民

人均纯收 3218 元, 比上年增收 238 元, 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

——加快了现代农业进程。引进台资创

办农业项目, 实行资金、良种、设备、技术、

市场等“一揽子”配套引进, 推动了漳州农

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升级转型。具体表

现在: 种养业由原来传统、低效益的经营方

式, 向技术、资金密集型的集约化模式转化。

如鲍鱼工厂化养成技术、白背毛木耳“墙体

式”栽培技术、麻竹速生丰产栽培技术、单

性罗非鱼生物工程遗传育种技术、果树高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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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种技术。果蔬产期调节技术, 以及无土栽

培、设施农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等; 农

产品加工技术也由原来的烘晒、腌制、罐头、

冻结提高到流态单体速冻、膨化和低温真空

脱水等具有 90 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食品加

工工艺技术; 农产品的市场营销也由原来的

就近摆摊设点、出售初级原料和单一销售渠

道, 转向建立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集散中

心、连锁店、直销点、网上交易等多渠道、多

形式的市场体系。实现了引进办成一家台资

企业, 形成了一条国际营销网络的市场格局。

农民的科技素质和管理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

高, 许多在合资企业打工的农民, 不仅学到

了科技知识, 而且还学到了台商的经营管理

经验; 有些农民成了农村科技致富的带头人,

有些还成为一名成功的农民企业家。南靖县

靖城镇农民杨嘉金, 原来在一个合资食用菌

生产企业打工, 逐步发展为自己创办嘉田食

用菌有限公司, 公司利用台湾菌种, 筛选培

育高产优质菌株, 并负责向周围农户提供菌

种及辅助原料, 指导生产技术, 收购产品, 成

为食用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生产的“吉

田”牌白背毛木耳, 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

权, 产品价格稳中有升, 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畅销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诚然, 我市在实验区建设中取得了很大

的成效, 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主要有: 一

是消化创新慢、推广少, 两岸农业交流还是

以民间渠道为主, 农技推广部门对消化创新

认识不足, 推广工作还处于传统计划经济时

期的运作模式, 以及外资企业为了自身的发

展而对我们实行技术控制、封闭, 致使引进

良种大面积推广不多, 农民掌握先进的实用

技术也不多; 二是实验区建设缺乏工作手段,

实验区办事机构未能形成协调、监督的能力,

工作开展难度大; 三是合资企业与农户之间

的利益分配机制尚未形成, 基地建设、原材

料供应企业在征地、赔青等各项具体操作中

时常出现脱节, 双方毁约时有发生; 四是随

着新的土地政策的出台, 农村第二轮延包的

开展, 土地调整难度加大, 以至有些外资农

业种养项目因不能得到成片的土地开发, 而

使项目搁置。此外, 还存在着良种引进审批

报批不便、基础设施仍需进一步完善等问题。

三、对策与建议

拓展思路, 举全市之力加快发展是实验

区建设的主题, 对台农业合作与推进现代农

业是漳州农业发展中同一目标的两个命题。

如何加强合作, 发展自我, 大的思路总的规

划也已明确, 关键是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布

置和要求,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上各个突破。

11 把握着力点, 增强发展后劲

海峡两岸 (漳州) 农业合作实验区建设

要围绕“2828”工程, 坚持“五个结合”, 即

与国家立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相结合, 与利

用世行、亚行贷款项目相结合, 与商品粮基

地县、水利化县、水果、糖蔗基地县、生态

农业县等项目相结合, 与实施现代农业规划

相结合, 与实施“九五”计划和编制“十

五”计划相结合。要下功夫筛选一批符合产

业导向、科技含量较高、前瞻性较强的农业

大项目, 挤入跨世纪计划。如将投资上 5000

万元的闽台农业园艺高科技示范区、海峡两

岸花卉博览园区、闽台农产品集散中心、漳

州植物园、平和锦溪农业科技示范区、九龙

江北溪百里农业观光园、闽南装饰材料城、南

靖南亚热带原始雨林旅游区等一批农业种养

加、市场流通、观光旅游、科技、生态环保

项目列入省“十五”计划的重点项目, 以争

取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和银行贷款的扶持,

从而增强两岸农业合作的发展后劲。

21 延伸产业链, 推进农业产业化

在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历史阶段, 实验区

建设要以市场为导向, 以特色产品为纽带, 以

龙头企业为依托, 以共同利益为目标, 形成

一批产业链, 通过经贸牵动, 科技推动, 服

务促动, 利益驱动, 建立一批产供销一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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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工农一体化、农科教相结合的龙型产业, 从

而促进我市农业产业化在新的层次上不断地

丰富和发展。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 要致

力抓好以蜜柚、芦柑、香蕉、龙眼、荔枝、青

梅、水产品、食用菌、速冻脱水蔬菜、芦笋、

林产品、天然野菜、竹类、畜产品、粮食、花

卉、茶叶、蜂业等 18 种产品为主的产业链。

为推进产业链的形成,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在

组织领导、宣传导向、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

倾斜。首先要加强领导。每一条产业链都要

有相关县的领导牵头, 配备相应的工作班子,

从规划、目标、项目、措施等抓落实; 其次

要加强宣传。着眼于创名牌、树品牌, 克服

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只顾眼前、不管长远

的小农意识, 借鉴漳州芦柑实行“几个统

一”的作法, 把蛋糕做大, 增加商品量, 提

高知名度, 拓展大市场; 三是要有政策配套。

每一条产业链都要有配套的优惠政策鼓励发

展, 促使产业链尽快形成。

31 培育中介组织, 搞好社会化服务

建设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 通过漳

台农业合作, 学习借鉴台湾农村社会化服务

的成功经验, 进一步加快我市建立健全农业

社会服务体系。特别是要加强引导各级农技推

广部门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 通过组建实

体性服务公司, 成立行业协会, 组织专业服务

队等形式, 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全

方位服务; 要重视培育中介组织, 发挥中介组

织在龙头企业集约经营和千家万户分散经营之

间的纽带作用, 抓紧扶持一批农业产业化经营

的龙头企业, 引导龙头企业通过提供良种、技

术、资金和订立收购协议等系列化服务, 与农

民结成利益共同体, 既解决龙头企业的后顾之

忧, 又调动保护农户的积极性。

41 加快良种引进, 加速消化创新

建设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 要充分

利用我们自己形成的农业科技网络和现有的

农业科技人员, 加快引进台湾农业优良品种

和栽培技术, 实行“拿来主义”, 并加以消化

创新, 培育一批适合我市的优良品种, 诸如

茂谷柑、软技杨桃等; 采用台湾栽培技术, 改

造芦柑、香蕉等名果的传统栽培方法, 对龙

眼、荔枝、柚子、柑桔等水果进行高接换种,

把农业引进与本地传统农业精华和农民的创

造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引进中认真学习和消

化提高, 切实改变我市传统落后的耕作、经

营方式, 使实验区的建设过程, 成为一个转

变观念、提高技术、形成新生产力的过程。

51 抓好示范点, 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建设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 要与现

代农业示范点建设结合起来, 借鉴台湾在调

整产业结构、实现农业现代化等方面的经验,

探索具有我市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全

市 3 个省级现代农业试点和 11 个市级现代

农业示范点, 要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敢于试, 大胆闯, 用足政策, 积极探索。具

体要做到“六个一”, 即: 建立一套健全的工

作班子, 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现代农业发展

规划, 配套一个优惠政策, 扶持发展一个龙

头企业, 建立一条产业链, 带动一个新村建

设示范点, 把发展现代农业与推进城乡一体

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走出一条依靠小城镇就

地实现劳动力转移、就地非农化的路子。

61 办好花博会, 拓展农业合作新领域

首届海峡两岸 (福建漳州) 花博会的成

功举办, 标志着漳州已具备海峡两岸在花卉

业乃至整个农业领域直接交流的条件。办好

第二届花博会是推进两岸农业合作交流的重

大举措, 也是漳州实验区建设扩大招商引资,

提升合作水平的绝好载体。因此, 要充分运

用这个载体, 以花为媒, 增进交流, 创造商

机, 携手发展。在完善设施、提高档次、扩

大宣传、提升办会层次、办会形式等方面进

行多方探讨, 不断完善, 使之“一届办比一

届好”, 成为连结海峡两岸, 吸纳四海宾朋的

永久性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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