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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台两地农业合作历史悠久。早在明、清

时期, 漳州先民“开台王”颜思齐、“阿里山

之神”吴凤等就率众移居台湾, 在台湾从事

垦荒、农耕和渔猎。曾先后把水稻、茶叶、甘

蔗等作物品种和载培技术带到台湾, 为台湾

的经济开发特别是传统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卓

越贡献。近几十年来, 尽管漳州与台湾为海

峡所阻隔, 但两地民间往来特别是农业的交

流却从未间断。即使在两岸关系紧张的特殊

年代, 漳州也曾从台湾先后引进水稻、甘蔗,

蔬菜、水果等良种试种、推广。

改革开放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 随着海峡

两岸局势的和缓, 漳台农业合作发展迅速。至

1997 年, 全市累计批办台资农业企业 387

家, 合同利用台资 412 亿美元, 实际到资 217

亿美元。1997 年, 全市台资农业企业产值已

上 20 亿元, 出口创汇 1135 亿美元, 在全国

地 (市) 一级中居领先地位。漳州台资农业

企业产品远销亚、欧、美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漳台农业合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

阶段。

一、漳台农业合作的发展新趋势

11 合作形式由单一型向多样化转变

从 1981 年台胞张先生在诏安投资创办

养鳗场——全省第一家正式登记注册的台资

企业开始, 漳台农业合作随之迅猛发展。在

交流合作形式上, 不仅合资、独资进行山海

开发、投资办厂、对外贸易, 还发展到农业

教育、技术交流等。台湾民间的、非官方的

和具有官方背景的机构, 曾先后 100 多次组

织农林牧渔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企业界人

士前来考察、讲学和技术指导; 在产业合作

形式上, 台资项目已从种养业发展到农副产

品加工业、涉农工业及至休闲观光农业。目

前, 台资农业企业中种植业 76 家、养殖业 87

家、农产品加工业 224 家。

21 合作期限由短期合作向长期合作转

变

台商的投资行为从 80 年代初带有试探

性的“三来一补”起步, 到向以追求长远效

益目标的开发性生产。目前, 全市台资农业

企业 433 家中, 合作期限 20 年以上占到

80% , 有的合作期限最长达 50 年。合作时间

的长期化, 有利于台商投资特别是对固定资

产投资的增加, 有利于台商从资金、种苗、技

术、设备、管理、市场的一揽子引进, 有利

于台资农业企业向可持续农业发展。

31 合作区域由沿海地区向全方位覆盖

转变

近年来, 随着内地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台

商投资向开发性农业延伸, 漳台农业合作区

域也随之向内陆山区梯度推进, 全面覆盖。现

在漳州内陆山区 4 个县的台资农业企业已有

93 家, 占全市的 23%。

41 合作对象由“以港引台”向“以台引

台”转变

随着漳州加强以“后招商”为主要内容

的投资软环境建设, 包括: ①部门优质服务。

为台资农业企业搞好生产经营提供良好的外

部环境, 从而提高企业效益, 促其增资扩大

生产规模; ②扶持办好行业中有代表性的台

资农业企业, 促其起示范带头作用; ④组建

台资企业协会, 加强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现

身说法, 提高台商投资信心。漳台农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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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转向“以台引台”。

仅 1993 年以来, 全市台资企业 (含台资

农业企业) 增资就有 70 多家, 增资额近 2 亿

美元。不少台商积极动员同行们结伴到漳州

寻求发展。全市现有的台资企业中, 有近一

半是台商相互推介前来投资兴业的。

51 合作项目由单项零散向产业配套转变

现在台商在漳州兴办的台资农业企业

中, 有四分之三是从台湾搬过来或分出来的。

他们带来了相关生产设备、技术、管理、营

销网络和市场, 推动了漳州农业产业化的形

成。几年来, 漳台农业合作形成比较完善的

贸工农、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有绿

白芦笋、优质蔬菜、名优水果、珍稀水产、四

季竹笋、食用菌类、禽畜产品、花卉绿叶等。

61 合作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

近年来, 台商创办大量的农产品加工保

鲜企业, 引发了漳州食品加工业的一场革命。

把漳州的农产品从过去的腌制、烘干、罐头、

冰冻等, 迅速提高到流态单体速冻、膨化和

低温真空脱水、果蔬饮料等深度加工。台资

农业企业带来的良种、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

成为漳州农村经济先进生产力的辐射源, 为

漳州农业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起到示范和推

动作用。

71 合作规模由小型企业向团队群体转变

进入 90 年代以来, 为了求取更大的发展

空间, 台湾的一些大企业借助扩大漳台农业

合作的良机, 纷纷相随西移漳州落户。以天

福茶庄、东兴食品、大茂食品、亚细亚速冻、

泰山食品、信华食品、联天制罐、统一马口

铁、华阳电厂等为代表的食品加工、包装行

业乃至轻工、重工、电力工业大项目的引进,

不仅带动了漳州食品加工原料生产和加工包

装配套行业的发展, 而且推动漳台交流从农

业合作起步, 向经贸合作领域拓展。

二　漳台农业的影响及其推动作用

漳台农业合作客观上直接参与了对漳州

传统农业的改造, 对漳州农业和农村经济的

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深刻的影响。综观其作用,

主要体现为“四个推动”:

11 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产品结构

的调整优化

据统计, 自 90 年代以来, 全市农村三级

产业的比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 1990 年的

65∶26∶9 调为 1997 年的 25∶60∶15; 在大

农业中, 水产、畜牧业产值也从 3816% 上升

到 43% ; 在种植业中, 优质高值作物产值由

21% 增至 44% 以上; 在高值的农产品中, 加

工品的份额已从 21% 提高到 45% 以上。

21 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

全市先后涌现出一批诸如速冻业的亚细

亚、东海、振发, 真空低温脱水业的嘉生、绿

润, 畜牧业的信华、龙华, 水产业的东兴、海

魁, 食用菌业的福源、同富、嘉田等“公司

+ 农户”的龙型企业。

31 推动了农业朝外向型的转变

在台资农业企业的推动下, 漳州迅速建

成以蘑菇、毛木耳、香菇为主的食用菌生产

加工出口基地, 以芦笋、麻笋、枝豆等各类

优质蔬菜为主的蔬菜生产加工出口基地, 以

芦柑、香蕉、蜜柚为主的水果生产加工出口

基地, 以鳗鱼、草虾、鲍鱼、文蛤等珍稀鱼

贝为主的水产品生产加工出口基地, 以茶叶、

果汁为主的饮料生产加工出口基地, 以瘦肉

猪为主的畜禽生产加工出口基地, 以水仙花、

棕榈科观叶植物为主的花卉生产出口基地,

以及肉桂、桉叶、米兰、玉兰等香料生产加

工出口基地。年出口创汇上千万美元的农产

品及其加工品有 10 多个。1997 年, 全市农产

品创汇 217 亿美元, 比 1990 年增长 6 倍, 其

中台资企业出口占 50%。漳州已逐渐成为向

台湾供应农产品的重要基地。

41 推动了漳州农村经济的发展

引进台湾企业, 实行漳台农业合作, 对

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如漳州麻竹资源丰富, 但深加工

开发滞后, 麻竹笋价格低廉, 自从南靖县引

进台资企业高龙、益和两家食品公司之后, 开

发出 10 多种麻笋速食制品, 使麻竹笋价值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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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好几倍, 农民得到很大实惠。白背毛木耳

品种及墙体式栽培技术, 也是在台湾引进兴

办的企业带动下, 实现了工厂化栽培, 形成

了产值上亿元的农村支柱产业。全市 1991 年

至 1997 年农业总产值平均增幅达 1417% ,

高于全国、全省的增长水平。1997 年, 全市

农民人均纯收入 2980 元, 比上年人均增收

316 元, 高出全省、全国收入水平, 经省验收

基本实现农村小康市。

三、漳台农业合作的成因及发展展望

漳台农业合作的发展, 已成为不可逆转

的历史潮流。这其间不乏两岸有识之士多年

来的往返奔忙、牵线搭桥、合力推动。具体

看有 3 个因素起重要的作用:

(1) 漳台两地自然条件的趋同性。亦即

历史形成的漳台两地地缘相近、血缘相亲、语

言相通、习俗相同的亲合力和所处同一纬度

相似的农业生态环境, 为漳台农业合作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2)漳台两地农业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台

湾农业已基本实现现代化, 但农业发展所需

的土地和劳力资源紧缺, 岛内生存发展空间

十分有限; 而漳州虽是大陆农业相对发达地

区, 而较之于台湾仍属相对滞后, 但自然资

源丰富、劳力充裕、地价较低。这在客观上

为漳台两地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农业合作空

间。

(3) 漳台两地经济利益的互补性。一方

面, 台湾岛内原本资源紧缺, 而现代农业形

成的先进生产力, 使得岛内发展空间愈发显

得狭窄。农业和与之相关产业的企业势必将

大量的资金、技术、设备转移到岛外谋求发

展。另一方面, 漳州之所以成为两岸农业合

作的首选地, 不仅在于它所固有的自然优势,

还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综合开发的快速发

展, 使农业进入了转型升级阶段, 因而亟需

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设备、科学的管理

经验和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营销市场来改造和

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漳台两地这种以互利

共荣为纽带的经济利益互补, 成为漳台农业

合作得以不断发展的原动力。

历史即将进入新的二十一世纪, 和平与

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漳台农业合作

也将在时代的发展中跃上新的层面, 迎接和

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与发展。尤其是漳州被

国家批准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之后,

漳台农业合作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漳台农

业至少可以在以下六个方面开展进一步的合

作。

11 种植业

漳台农业合作从种植业起步, 主要取决

于地理和气候相似性这两个自然优势。今后

发展仍然具有较大的潜质。

(1) 发展优质稻米　漳州现有全年水稻

种植面积 275 万亩, 亩产 424 公斤, 年产稻

谷 117 万吨。主要籼稻品种为“特优 63”、

“特优 77”, 常规品种为“籼 128”等。漳州

虽为全国为数不多的亩产“吨谷”粮食高产

地区之一, 但也面临提高稻米品质问题, 改

换稻谷品种成为提高粮食经济效益的重要措

施。台湾近年来水稻优质品种相继推出的

“台中 89”等 10 多个品种, 很适合在漳州地

区推广。目前大陆市场每公斤优质米的价格

要比一般大米高出 1 倍左右, 发展优质米仍

然大为有利可图。

(2) 改良山地水果　漳州现有山地水果

面积 240 多万亩, 栽种面积较大的有荔枝、龙

眼、香蕉、芦柑、蜜柚、蔗萝等 10 多个品种,

年产水果产量在 140 万吨以上, 但特级、一

级果比重编低。随着大陆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

产品已由原来的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水

果市场所受的冲击最大。经长期驯化改良, 已

适应台湾生态环境。漳台开展农业合作以来,

数量最多、受益最大之一的就是水果种植。漳

台两地地理气候相似, 台湾能种的水果, 到

漳州一样可以种活长好。因此, 采用台湾已

改良驯化的优质水果品种, 并辅之于台湾先

进的种苗繁殖技术、坡地果园栽培技术、果

树产期调节技术、病虫害的生物防治, 以及

高接换种等新技术、新方法, 对漳州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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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多万亩水果逐步进行改造, 将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同时, 发展观光果园也大有文章

可作。

(3) 开发新兴蔬菜　漳州年蔬菜种植面

积 100 万亩, 年产量 140 万吨。近年来, 由

台湾引进的蔬菜品种在漳州大面积种植, 成

为出口创汇的主要农产品, 也是漳台农业合

作中受益较大的项目。漳州发展蔬菜生产的

气候资源优势明显, 十分适宜发展反季节蔬

菜, 故有“天然大温室”之称。台湾蔬菜生

产及科技较为发达, 从蔬菜杂交品种、开发

新兴菜种、种苗繁育、设施栽培乃至无残留

低毒农药都比较先进。

漳台两地在蔬菜种植上开展合作, 利用

漳州“天然大温室”优势, 开发新兴蔬菜, 发

展基地生产, 进行深度加工和出口创汇, 完

全可使其为一大产业。

(4) 扩展花卉产业　随着国内外市场需

求的迅速增长, 花卉生产成为一个新兴的十

分看好的产业。漳州素有“花果之乡”的美

称, 种植花卉也有相当长的历史。过去多以

庭院种植为主, 工艺比较传统落后, 主要的

优势在于观叶植物。目前漳州已成为国内最

大的观叶植物种植基地, 但鲜切花还刚刚起

步。近几年, 在龙海九湖至漳浦长桥一带营

建百里花卉走廊, 紧傍 324 国道, 投资环境

也相当适宜, 吸引境内外 60 多家企业前来种

植经营花卉, 其中台资、外资企业就占了一

半, 年销售值达 2 亿元。台湾现有比较成功

的花期调节技术、切花保鲜技术, 都可在漳

州创设的“闽南百里花卉走廊”派上用场。尤

其是投资兴建以切花保鲜技术为主的企业,

前景最为看好, 必将大获其利。

21 畜牧业

漳州现有畜牧业以瘦肉猪和家禽为主,

但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偏小, 仅为

14%。因此, 在畜牧业方面, 漳台农业合作

也是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合作的项目看,

当前首推瘦肉猪生产。台湾肉猪的生产性能,

包括出栏率、成猪肥育周期、瘦肉率以及饲

料报酬率等指标都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但

也面临“口蹄疫”的困扰。肉猪生产的外移

在漳州可以找到较为合适的承接发展基地。

目前已有台湾的信华等肉制品加工企业在漳

州落户, 与之相配套的肉猪生产基地很有作

为。就生态环境保护看, 漳州肉猪的饲养量

也将有个适度的发展总量, 先行前来发展的

台资企业将占有优势。另外, 在食草动物的

肉牛、灰鹅、长毛兔等发展上, 漳台农业合

作也将有较大的潜力可以发掘。

31 水产业

从大陆与台湾水产业交流互补分析, 水

产养殖业方面大陆占有优势, 主要是大陆海、

淡水养殖发展空间大, 且部分水产养殖的技

术有相当水平。在海洋捕捞方面, 捕捞的设备

及远洋渔业台湾占有优势; 在水产品加工、外

销市场网络等方面, 台湾也占有优势, 但台湾

面临水产资源萎缩的突出问题。总的来看, 漳

台两地的水产业合作可从海水养殖和水库大

水面的淡水养殖以及水产品深加工寻找拓展

空间。漳州海域 1185 万平方公里, 可供直接

利用的浅海滩涂、内陆水域 180 多万亩, 可开

发的水产养殖资源相当丰富。年产水产品达

96 万吨, 可提供加工出口的有数十个品种。

漳台两地如果在水产业上取长补短, 也将在

这一漳州所确立的支柱产业中获益非浅。

41 流通业

漳州市现有商品交易市场 234 个, 建筑

面积 70 万平方米, 其中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125 个, 年交易额约 30 亿元左右。比较有特

色的如坂仔和天宝香蕉市场、闽南花卉批发

大市场等。但总的来看, 市场规模小、档次

低、功能少、辐射面窄, 适应不了漳州经济

发展的需要。漳州现已有年产出 150 万吨的

粮食、140 多万吨的水果、96 万多吨的水产

品、140 多万吨的蔬菜、20 多万吨的食用菌。

但目前尚未有一个大规模农副产品批发大市

场, 因此, 建设一个连接厦门、汕头经济特

区、对接台湾、辐射大陆各地的农副产品批

发大市场已势在必行, 目前也已确定在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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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大市场。台湾在流通方面具有较成熟的

市场建设经验, 而且也拥有比较雄厚的经济

实力。漳台农业合作可以在这一新领域中携

手共建大市场, 搞大流通, 创大效益。

51 科技交流

漳州拥有一批从省到市、县一级科研机

构、大专院校, 而且从市到县、乡、村已形

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农业科技推广网络。近年

来, 由于漳台农业合作和农业综合开发的长

足进展, 吸引了全国各地络绎不绝参观考察

者。因此, 完全有条件以两岸农业科技交流

为纽带, 以邻近的厦门大学为依托, 聚集一

批农业科技专家和人才, 在漳州兴办一所厦

门大学闽台农业学院, 培养两岸农业学子, 组

织两岸专家教授互访和讲课, 面向全国开办

各类交流和培训, 以此将漳台两地的合作辐

射到全国各地。

61 经贸合作

漳台两地不仅有开展农业合作的基础条

件, 而且也有开展全面经贸合作的广阔前景。

从现有条件来看, 在厦门港湾南岸的漳州沿

海一带, 以华阳电厂电力资源为支撑, 以招

银漳州经济开发区深水码头为依托, 以漳浦

县杨美、石过陂、赤兰溪三个水库总库容为

8200 万立方米的水资源为保障, 以龙海市港

尾湾、隆教湾, 以及漳浦县前亭、佛坛湾的

连片未开发平缓坡地和海滩土地为基础, 以

正在建设中的漳诏高速公路、招银开发区疏

港公路、铁路为通衢, 兴建“闽台经济合作

区”。台湾各大企业集团公司可以前来投资参

与开发港口工业, 兴办石化、冶炼、机械、修

造、沙石开采、仓储、商贸、运输、转口贸

易等。这将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 漳州

也将向世人展示与台湾从农业到经贸全面合

作的无穷魅力。
(本文作者系漳州市委常委、副市长)

推进漳台果蔬罐头冷冻合作的若干思考

黄汉河
(漳州市人大常委会　363005)

　　漳台果蔬罐头冷冻业合作, 是漳台农业

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峡两岸农业合

作实验区”的实施过程中, 如何推进漳台果

蔬罐头冷冻业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这是漳

州在新一轮创业中必须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

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围绕这一问题, 作了

一些调查, 并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漳台果蔬罐头冷冻业合作具有很强

的互补性和重大的经济意义

漳台果蔬罐头冷冻业合作具有很强的互

补性。从生产要素看, 台湾地区的果蔬罐头

冷冻加工业基本实现现代化, 有着较高的生

产能力和技术设备, 但地价昂贵, 劳力紧缺,

岛内生存发展空间有限, 势必将大量资金技

术、设备转移到岛外谋求发展, 而漳州市果

蔬罐头冷冻资源丰富, 劳力充裕, 地价较低,

农产品加工业的拓展空间很大, 但资金相对

缺乏, 农产品加工技术层次较低; 从市场条

件看, 台湾正形成一套运行较顺畅的农产品

市场体系和营销机制, 农产品海外市场广阔,

但由于生产成本上升, 导致产品出口竞争力

下降, 而漳州农产品价格竞争力较强, 但尚

未与国际市场完全接轨, 农产品外销渠道不

畅。由此可见, 漳台果蔬罐头冷冻业合作可

以使两岸农产品加工业互为补充、互为依托、

互为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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