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办好福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的探讨

郑钱华
(福建省农业厅外经处 　350003)

　　闽台农业交流合作具有悠久历史 , 是当

前海峡两岸关注的焦点之一。1997 年 7 月 ,

国家外经贸部、国台办、农业部正式把福州

市、漳州市列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

区” (以下简称“实验区”) , 在厦门第一届

“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上隆重举行了授牌

仪式。此举在海内外激起很大反响 , 台、外

商慕名前来考察洽谈 , 投资兴业 , 络绎不

绝 , 这是我省农业对台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加快实验区的建设步伐 , 扩大对台农业合作

领域 , 进一步促进两岸经贸合作交流 , 加快

发展高效优质农业 , 提高我省农业发展的水

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闽台农业合作交流已为实验区建设

奠定了一定基础
(一) 农业科技学术交流日趋频繁

90 年代以来 , 闽台农业科技学术实现

高层双向交流 , 探讨领域和内容日益广泛、

深入。台湾先后组织农林牧渔等方面农业行

政官员、专家、教授、企业家等 100 多个团

组、500 多人次来闽进行农业科技学术交

流 , 洽谈农业科技交流合作以及专题讲座。

在我省举办了大型的研讨会有 : “海峡两岸

农作物改良研讨会”、“海峡两岸亚热带水果

产销研讨会”、“海峡两岸 (南平) 农业开发

合作研讨会”、“海峡两岸福建柑桔发展研讨

会”、“东山·闽台农业经济技术合作交流恳

谈会”、“95 漳州·海峡两岸农业合作与发展

研讨会”等。台湾专家、学者还就水稻、甘

蔗、香蕉、芦笋、水土保持等专题对我省进

行考察和讲座。我省农业专家、教授、农业

行政官员近 30 多批 120 多人次应邀赴台考

察农牧业生产、加工、市场运销、农民组织

和气象、水利等 , 洽谈闽台农业交流合作 ,

以及参加在台举办的海峡两岸农业研讨会

等 , 通过交流 , 广泛宣传了福建农业。台湾

知名专家、教授、企业家纷纷来闽考察 , 进

行学术研讨与投资活动。
(二) 农业引进工作取得一定成果

据初步统计 , 从 1985 年以来 , 我省先

后从台湾引进包括粮食、甘薯、甘蔗、水

果、蔬菜、花卉和水产等优良种苗 1500 多

个 , 引进农产品加工设备 2000 多台 (套) ,

以及引进一批栽培、养殖、加工技术。通过

引进台湾优良品种、技术 , 形成产业规模。

漳州先后从台湾引进农业种苗 , 经消化推广

面积达 150 多万亩 , 主要有蔬菜、水果、花

卉、食用菌和水产等 , 出现“引进一个品

种 , 建立一片基地 , 带动一个产业 , 致富一

方百姓”的景象 ,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 台资企业纷纷落户

自 1983 年台商在厦门投资兴办第一家

台胞投资企业以来 , 据初步统计 , 全省累计

批准台商投资农业的企业 1100 多家。福州、

漳州两市的台资农业企业数和合同金额分别

约占全省农业台资企业数和合同金额的

60 %和 70 %以上。全省农业台资企业投资

领域已向种、养、加、贮、销全方位发展 ,

并已由沿海向内陆山区延伸 , 投资规模由几

十万美元向百万至千万美元独资企业发展。

这些台资企业的落户 , 不仅引进了资金、设

备 , 同时也引进了优良的品种和技术 , 甚至

国外的市场。近年来 , 闽台农业合作迅速发

展 , 台资企业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四) 两岸农业技术合作有所突破

海峡两岸水果 (漳州天宝香蕉、永春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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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 综合栽培技术引进合作项目 , 自 1997

年实施以来 , 通过台湾专家培训和指导 , 永

春芦柑项目推行草生栽培、部分间伐、回缩

树体、改善水肥管理等实用技术 , 使柑桔一

级品率提高 28 % , 成本下降 30 % ; 漳州香

蕉项目采用脱毒组苗、整疏清园、适时断

蕾、单柱深埋护蕉法和蓝色塑料袋套果、加

垫运输等实用技术应用 , 经初步验收 , 技术

改进后蕉果果指整齐、果色青亮 , 亩增值

24 % , 成本下降 14. 6 % , 蕉农经济效益显

著。

二、建设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基本

思路

根据国家外经贸部、国台办、农业部批

建实验区的要求 , 在“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方针指导下 , 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

利、共同发展”和“同等优先、适当放宽”

的原则 , 着眼于海峡两岸跨世纪的农业产业

发展与合作 , 把实验区建成引进台湾农业资

金、技术、人才和管理方法的示范样板 , 某

些鲜活农产品及加工品的出口基地 , 两岸联

手拓展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的生产协作区 ,

并充分发挥实验区在两岸农业交流合作中的

窗口作用 , 发挥引进合作示范和推广创新等

方面的辐射作用 , 全方位拓展闽台农业合

作 , 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 为建设海峡

西岸繁荣带 ,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贡

献。

总的目标是立足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

注重引进台湾资金、新品种、先进技术设备

和科学管理经验 , 改造传统农业 , 优化产业

结构 , 建立协调配套的现代农业技术信息和

人才培训体系、农产品加工和营销、农业经

营管理体系 , 提高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水

平。因此 , 科学规划设置区域功能 , 使实验

区朝着“四个功能”和“一个中心”方向发

展。

(一) 优良种苗引进繁育推广功能

引进台湾地区和世界先进优良种苗、先

进种养实用技术、农业生产资料及设备 , 形

成引进试验、消化创新、繁育推广相配套、

产业化的良种引进推广体系 , 并建成我国最

大的亚热带农业良种引进繁育基地。

(二) “优高”农业示范功能

以引进推广融良种良法为一体的先进栽

培管理技术为主 , 按现代农业建设标准 , 对

不同支柱产业 , 建立不同类型的“优高”农

业发展模式 , 包括鼓励台商创办股份制、股

份合作制现代农业企业 , 发挥向全省、全国

的辐射作用。

(三) 农产品系列精深加工功能

引进、改造一批大中型农业企业 , 达到

技术、设备先进 , 精深加工能力强 , 具有现

代先进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的外向型企业 , 探

索一条种养加贮销相结合的原料基地 ———精

深加工 ———包装设计 ———仓储运输 ———市场

营销一体化 , 能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农业发展

道路。

(四) 农产品贮运与营销功能

借鉴台湾建立农产品市场体系与营销经

验 , 利用台湾农产品出口销售渠道开拓国际

市场 , 逐步建成农产品返销和输台的基地。

在支柱产业区建立一批与国际市场接轨和国

内外兼营的各类农产品专业市场及运销网

络。同时 , 注重提高农产品运销的组织化程

度 , 使各类大宗农产品的种植、收购、加

工、贮运、销售基本实现社会化、产业化、

专业化。

(五) 农业科技信息中心

依托国内外相应研究机构和两岸专家、

学者、企业家及科技人员学术交流资讯 , 组

建农业科技信息中心 , 及时作好农业科技最

新信息的收集和发布 , 组织农业科技各项培

训工作。

三、建设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工作

重点

根据我省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加快

实验区建设步伐 , 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农业新

技术、新品种的引进、消化和推广 , 农产品

加工和储运、销售、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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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一) 重视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

实验区引进应突出蔬菜、水果、畜牧

业、水产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三大领域。

引进的内容要求 : 一是有利提高资源利用

率、优化品种结构 ; 二是产品优质、高价

值 , 促进“优高”农业、创汇农业和市场发

展 ; 三是具有较大带动性 , 提高市场竞争

力 , 加速同国际市场接轨 ; 四是属于 90 年

代先进水平 , 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和农业转型

升级。开展区域性多点对比试验 , 择优推

广 , 形成引进、试验、消化、创新、繁育、

推广相配套的新品种和新技术引进推广体

系。引进工作包括品种、技术、设备、人

才、资金等方面。

(二) 建立有效的流通体系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 , 农产品生产由

过去的短缺变为相对过剩 , 商品流通问题愈

显突出。漳州现有年产 150 万吨的粮食、

140 多万吨的水果、96 万吨的水产品、140

多万吨的蔬菜、20 多万吨的食用菌。目前

尚没有一个大规模农副产品批发大市场。可

以优先建立各类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和农民

运销组织 , 建立相应运销制度 , 借鉴台湾做

法 , 建立一个与生产相衔接、产销协调、产

品流通顺畅的农产品运销体系 , 政府方面要

有效的加以培植和正确引导。

(三) 加强科技交流与合作

在福州、漳州两市实验区内 , 继续扩大

两岸农业科技、经营管理人员互访交流 , 加

强农业科研、教育、信息咨询的交流 , 组织

作物育种、生物农药、畜禽疫病防治、品种

交换、养殖技术等多种形式的技术交流、研

讨、合作 , 进行农业开发合作试验。合作研

究单位之间签定协议 , 利用双方的设备、技

术、人才、资金开展研究 , 成果共享 , 也可

以互派研究人员研修 , 还可以交流研究资

料、研究方法。在推广漳州天宝香蕉、永春

芦柑综合栽培技术的成功方法基础上 , 拓展

合作领域 , 加速新技术的嫁接、推广应用。

多做工作 , 沟通渠道 , 尽量多派科技人员赴

台进行学术研讨和科技考察和培训。邀请台

湾农业生产与管理专家来实验区进行实地考

察、指导 , 培训技术人员和农户 , 促进生

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四) 加快实施一批骨干项目和启动项目

福州、漳州两市应筛选一批作为实验区

建设的重点项目 , 积极促进这些项目顺利发

展 , 成为实验区的带动项目。通过骨干项目

的建设 , 推动实验区建设全面启动 , 快速发

展。

四、加快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建设

若干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 , 加大资金投资力度 , 优

化投资环境 , 出台必要的优惠政策 , 是当前

加快实验区建设的必要措施。

(一) 建立健全实验区管理机构

经省政府批准 , 已成立福建省海峡两岸

农业合作实验区工作领导小组 , 由省直 24

个成员单位组成 , 省政府分管农业的副省长

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设在省农业

厅) 。省级实验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

是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实验区

工作方针政策 , 制定实验区发展规划、实施

方案和检查监督工作 ; 组织协调实验区对外

招商 ; 建立工作联系制度 , 研究解决实验区

有关重大问题。福州、漳州两个实验区相应

成立实验区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 特别是漳州

市已专门设立实验区办公室 , 有编制和经

费 , 工作较落实。市级实验区办公室负责统

筹计划 , 集中管理各项建设和人、财、物的

管理实务。两实验区设置的主要功能区和重

点项目 , 应建立领导挂钩责任制 , 做到有领

导、有措施、能落实。

(二) 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对台经

济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和《福建省人民政

府贯彻国务院对台经济工作若干问题通知的

意见》等国家、省、市鼓励台商投资开发农

业的优惠政策 , 确保现有的鼓励政策落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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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处。并根据实验区建设的需要 , 在我省权

限范围内 , 根据农业特殊情况和对台农业合

作特殊条件 , 制定切实可行 , 体现“优惠、

倾斜、吸引力、让利、方便”的政策措施。

“两部一办”批准的“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

验区”, 可以说是我省的农业特区 , 政策方

面涉及到各个方面 , 有关部门应本着充分体

现“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原则基础上 ,

主动给足实验区优惠政策 , 在用地规定、土

地价格、良种和设备引进、税费减免等方面

给予更大的优惠 , 尤其要实行项目带政策的

灵活办法 , 对大项目要给更优惠的政策。

(三) 加快投资环境的改善

两实验区首批示范启动项目 , 要加紧软

硬环境和农田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 使实验区

示范项目 , 一开始就能高起点按现代农业目

标进行建设。在硬环境上 , 加快项目用地的

水、电、路配套设施建设 , 做好引种隔离

区、作物种苗、水产苗种引进繁育中心 (或

基地) 建设。在软环境上 , 继续深化“人人

都是投资环境”、“为外商服务也就是为自己

服务”的认识 , 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 完善项

目申办、基建审批、企业年检、口岸联检、

缴费等环节的服务制度 , 简化办事环节 , 提

高办事效率。实验区的各级农业部门要认真

为台商在投资规划、项目审批、土地征用、

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等方面争取有关部门的配

合支持 , 给予优先与方便 , 为实验区的发展

提供一个优化的投资环境。

(四) 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

招商引资工作是实验区建设的重要内

容。福州、漳州两实验区应充分发挥两地各

自的优势和条件 , 全方位多渠道开展招商工

作。

1、做好现有台资项目服务工作。现有

的台资企业是扩大招商引资的重要基础和力

量 , 漳州市台商王先生在漳浦创办企业从 1

家发展到 8 家 , 同时介绍在台的亲朋好友到

漳浦兴办 9 家企业 , 龙海联天食品制罐、亚

细亚也多次增资办厂。说明认真办好一家台

资企业 , 做好一位台胞的工作 , 可带来一批

台商 , 引进一批企业。因此 , 要做好服务工

作 , 实行以台引台 , 以台引外的良好招商效

应。

2、积极参与多种形式的经贸洽谈活动。

充分利用全省农展会、福州国际招商月、漳

州漳台经贸恳谈会、9·8 中国投资、贸易洽

谈会、香港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举办专

业学术研讨会的机会 , 相互交流、广泛接

触、增进友谊 , 创造招商条件和机会。推出

一批比较成熟合作项目对外招商 , 坚持大中

小项目一起上 , 并重点做好 500 万美元以上

招商项目的工作。

3、争取主动上岛招商。以往赴台团组

以学术研讨与专业考察居多 , 在招商方面做

了一些工作 , 取得了一些成效 , 但效果不够

明显 , 今后要主动与台湾民间组织广泛接

触 , 如台湾农业企业财团、工商企业联合

会、农会、渔会、水利会、农业合作社的交

流 , 建立更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基础。

(五) 增加资金投入

实验区是我省现代农业建设的一项先行

示范工程 , 比一般项目需要更大投入 , 各级

政府应把实验区建设纳入计划 , 列入财政预

算。一是增加引进台湾优良品种、先进技术

和设备的资金投入 ; 二是增加农业基础设施

的资金投入 , 特别要加大实验区引种隔离区

建设资金的扶持力度 ; 三是增加引进优良品

种、先进技术的消化、创新、吸收、推广的

工作资金投入。引进品种要走消化、吸收、

推广、创新之路 , 必须增加投入 , 真正发挥

引进、示范、辐射功能作用。

对重点台资项目 , 列入台资配套资金计

划 , 优先安排配套资金 ; 银行信贷优先向台

资农业项目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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